
10 月 12 日，阿里

巴巴移动事业群总裁

兼高德总裁俞永福发

布内部信，宣布十一

当天导航规划服务次

数过亿，用户同比增

长超 120%，提前半年

完成公司全年目标。

此 外 俞 永 福 表

示 ，将 推 出“ 一 个 高

德，一云多屏”战略，

高德车联网业务纳入

体系。

他认为，汽车是

继手机之后互联网地

图 的 下 一 个 战 略 要

塞，谁能率先完成手机、车机的一体化产品服务体验，谁就能在这个

增量市场拔得头筹。

高德也在研发新一代的一体化引擎。俞永福透露这将是公司历

史上投入最大的研发项目。

俞永福：
高德将发力车联网

抓住机遇，实现转型升级，中国制造 2025 的

目的就是希望在未来10—20年左右的时间内，实

现我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而记者日前

在中建钢构华东大区了解到，3年时间里，三个创

新工作室的30名平均年龄约30岁的成员，就拿出

30 余项研发成果、100 多项发明专利……这就是

“智·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的榜样效应。

邱明辉，国资委“央企技术能手”，中建钢构

华东大区“智·造创新工作室”中的一位带头人，

也是焊培中心的负责人。现年 36岁的他,从事焊

接工作已有 16 个年头。他曾是一名普通工人，

总喜欢“琢磨事”。2013年，邱明辉与 MINI型机

器人进行了一次“人机大战”，结果是两者平分秋

色、不分伯仲，由此也使他对“MINI 型焊接机器

人在钢结构焊接中的应用”课题研究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2014 年初，由邱明辉创新工作室研发的首

台 MINI 型全自动焊接机器人，在天津第一高

楼——天津 117 巨柱制造上成功投入使用。今

年 6月，邱明辉团队还首次在超高层施工现场开

展 MINI焊接机器人试验，开创了国内机器人超

高层焊接的先河。在江苏第一高楼——苏州国

金项目，机器人成功完成了 43 层外框柱对接处

的施焊，焊缝合格率均达到 100%。MINI型智能

弧焊机器人的研发推广大大提高了焊接智能化

水平，解决了小空间施焊的难题，使厚板焊接效

率提高了 125%。在他的带领下，华东大区焊培

中心不但已发展成为集焊工培训、考试取证、焊

材复验、焊评试验、科研试验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焊接管理机构，还为公司培养输送了 600余名高

级焊接人才，9名国际焊接检验师。

沈洪宇博士创新工作室、邓永政蓝领创新工

作室，也是中建钢构华东大区“智·造创新工作室”

的中流砥柱。沈洪宇博士创新工作室，以“互联

网+”为导向，主要致力于钢结构智能制造技术创

新和钢结构新产品开发。他们在公司范围内全面

推广了物联网管理系统，并获得国内首个建筑钢

结构物联网实用新型专利，该系统使每个构件都

有了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极大地提高了制

造管理效率，实现了原材料的 100%追溯，节约了

90%的原材料盘点耗时，提高钢材搬运效率 30%

以上。该创新工作室先后获得软件著作权 7项、

国家专利30余项，累计创效3800余万元。

邓永政蓝领创新工作室，带头人是“全国技

术能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建筑首席焊

接操作师”获得者邓永政，已有 20多年焊接经验

的他，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傅”，先后参与了深圳

地王大厦、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等 40 多项大型工

程的建设。该团队经过潜心研究发明的可调式

多角度船形焊接工装和可调式钢构件自动变位

装置，应用于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等多个项目的制

造工艺，年创效近 900万元。邓永政创新工作室

先后获得技术发明 10余项、国家专利 11项，为企

业创效累计超过 1500万元。

从一项技术攻关到三个创新工作室，从一个

人“单打独斗”到一群人“军团作战”，如今创新工

作室共主导攻关课题 420 余项、奖励创新 150 余

人次。为营造更加浓厚的创新氛围，华东大区形

成了常态化的“金点子”征集、创新交流研讨等系

列活动，已累计征集“金点子”140 余条、开展创

新类活动 80 余次。现在的华东大区，全员创新

积极性空前高涨，“人人能创新、时时想创新、事

事可创新”已成为常态。

（文·刘清泉 陶萍萍 滕继濮）

“智造”带头人的榜样效应

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镇君粮菌类种

植园里，―排排菌包整齐码放着，马国良在菇棚

里仔细地查看着蘑菇长势。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蘑菇，后来专门学习

种蘑菇，现在每天都会和蘑菇打交道，小蘑菇

承载着我的梦想。”被小伙伴们称作“蘑菇达

人”的马国良寸头、圆脸，鼻梁上架一副蓝色金

属框架眼镜，眉宇间透着英气，兴致勃勃地对

来访记者说。

27 岁的马国良毕业于中南民族大学生物技

术专业，大学里学了些培育和种植蘑菇的技术。

2012 年大学毕业后，他只身跑到上海，在全国最

大的金针菇种植基地“偷”学技术。

“我有目的地去找了几家食用菌的工厂化生

产厂家，想了解一下国内食用菌生产水平，看看

大学里学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生产到底有多大差

距，开阔视野的同时打磨一下自己。”马国良说。

2013 年，在“偷师学艺”10 个月后，马国良毅

然辞去了企业的工作，回到家乡宁夏创办了自己

的蘑菇产业园，踏上创业之旅。

“大学里我就有自己创业的想法，我把创业

的起点定得相对较高，一开始就是拿难度比较大

的液体菌种入手。”对蘑菇培育情有独钟的马国

良，想在这方面搞出个名堂。

为了创业梦想，马国良把母亲多年攒下来给

他“娶媳妇的钱”全部拿了出来，还东拼西凑了

20 多万元，购置了液体菌种发酵罐、蒸汽锅炉等

一系列设备，搭建了蘑菇种植大棚。为了节省资

金，他将家里的一间房子当做培养室，还自己动

手制作搅拌机。

在宁夏，规模生产食用菌的企业基地并不

多，为食用菌行业发展预留了空间，给马国良带

来了机遇。他悉心研究，采用先进液体菌种、灭

菌熟料栽培和温控系统种植蘑菇。

经过数月尝试，马国良掌握了菌菇接种、发

菌、出菇等流程技术。他建成的 5 个大棚，分别

培育出平菇、姬菇、鸡腿菇、猴头菇 4 种菌类，成

为吴忠市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食用菌培养基

地，日稳定供应鲜菇 400公斤。马国良培植的蘑

菇因味道鲜、口感佳销售火爆，虽然平均高于市

场价仍供不应求。不到半年时间，马国良获利

10多万元，淘到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我们的冷库已经建成，可以延长产品保鲜

期；还在批发市场建了自己的门店，可以更好把

握市场行情和供需变化，蘑菇产业从种到销又升

了一级。现在村里有 100 多位农民跟我种植食

用菌。”

短短两年时间，马国良的创业已见雏形，前

景可喜。但在他自己眼里，一切似乎才刚刚开

始，他期待着在市场有更大的作为，也希望能用

自己掌握的技术带动更多乡亲，把蘑菇产业做精

做优。

“我还想培育一批好菌种，让更多农民种

植。想实现食用菌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为人们提

供高营养、多品种的食用菌产品。”马国良如是描

绘他的心愿。 （新华社）

马国良：“塞上江南”的“蘑菇达人”

7
新闻热线：010—58884060
E-mail：kbjdsm@126.com

■责编 滕继濮2015年 10月 14日 星期三 QIAN YAN REN WU 前沿人物

■人物点击

文·本报记者 吴佳珅

在湖北武汉一个多倍体水稻育种基地里，一

个老人在紧张忙碌着。

黝黑的皮肤，专注的神情，似乎已经和水稻

融为一体。尽管已经年逾花甲，然而他精力不逊

少年，依然过着家里、田间和学校三点一线的单

调生活。

然而，他本人绝非枯燥无趣之人。他性格外

向，口才极好，能与任何人侃侃而谈。在校园里，

他是拥有众多“粉丝”的蔡老师。

他就是蔡得田，湖北大学知名教授，多倍

体水稻育种科学家，熟悉他的人都亲切称呼

他老蔡。

蔡得田：让多倍体水稻缓解粮食危机

■第二看台

■周三有约
文·刘 海

■人物档案

在 2015 中国（北

京）电子商务大会上，

京东创始人、董事局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

强东发表了题为“‘互

联网+’探索与实践”

演讲。

刘强东介绍了京

东到家的业务、金融

业务、农村电商以及

跨境电商等业务。

刘强东还呼吁电

子商务从业者们积极

关注行业问题，并表

示：“我觉得真正让我

们北京包括我们电子

商业从业者引以为傲的是，我们北京市电子商务没有一个卖假货，没

有一个逃税的。”他希望北京市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继续保持良好风

格，为北京市乃至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真正贡献出自己的价值。

刘强东：
北京电商无卖假货无逃税

在今年 10月 6日

的 Windows 10 硬件

活动上，微软首席执

行官萨蒂亚·纳德拉

说，与其合作伙伴相

比，微软的一大优势

就是，该公司能够打

造像 Surface和 Holo-

Lens 之类的设备，同

时也催生和发展了自

身的操作系统。纳德

拉表示：“我们从头开

始 打 造 了 Office、

Windows 和 Surface

等产品，这也是我们

打算重新提升生产力

的方式。”打造硬件将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可能充分利用 Windows

10 的优势。他还认为，微软拥有着一种使命。他称：“在微软，我们

的使命就是让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强大，从而获得更

多的东西。我们打造让人们能够打造事物的产品。”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纳德拉还明确表示，微软将继续打造一些设

备，尽管这些设备不会立即取得成功。对他而言，微软公司不能将该

公司操作系统的潜力都留给他的合作伙伴。尽管其设备只能够激励

其他人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使用 Windows 10 系统，但可以明确的是，

纳德拉仍将继续推动他的团队来打造新硬件产品。

纳德拉：
打造硬件将有着重要意义

民以食为天。

粮食产量的稳定和质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

家的粮食安全。目前，农药化肥和除草剂过度施

用，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让不少人对食

品心存畏惧。

多倍体水稻具有大幅增产、适应性广、多抗

病 虫 的 优 势 ，且 粒 大 质 优 ，蛋 白 质 含 量 高 达

14%，从外观形态到可食性方面都优于二倍体

水稻。此外，与转基因具有本质区别的是，多

倍体水稻是水稻基因组的加倍和重组，不涉及

生物安全性评价风险，育出的品种可以立即大

面积推广应用。

2013 年，袁隆平等三位院士在观看了多个

高结实率的四倍体水稻株系后，对常规多倍体水

稻品种的结实率能达到 80%以上倍加赞赏，指出

这是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希望尽快选育出

不同类型的多倍体常规品种和杂交组合。

蔡得田期待政府单列专项，拿出等同 1%的

转基因专项的经费支持多倍体水稻研发、组建联

盟，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会有许多研究人员及企业

家投入其中，一个增产 15%—20%的多倍体水稻

生产体系将持续作用，这将极大缓解甚至消除中

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危机。“多倍体水稻育种被称

为新一次绿色革命，是一个育种大工程。虽然多

倍体水稻的成功标志是品种审定和大面积示范

种植，但如同杂交水稻从常规育种革新那样，政

府的特别重视和推动，将是新的多倍体水稻应用

的催化剂。”

稻花香里说丰年，这是古人描绘的场景。而

在蔡得田看来，一个稻香飘溢的丰年应该是这样

的：以大幅增产提质的多倍体水稻为代表的多倍

体生物问世，以多倍体品种为核心，以生物防治

为重点，农肥菌肥绿肥为基础的全面绿色生态农

产品模式全面推开。

前景：多倍体水稻关乎国家战略

水稻是蔡得田生命中的关键词。

“我因出生于 1952 年土改，分到田地，父母

给我取名得田以示感恩。”蔡得田这样介绍自

己。亲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蔡得田刻骨铭

心地感到粮食的重要性。似乎在冥冥之中，蔡得

田教授与水稻结下毕生不解之缘：1972 年原本

应该学医，结果被欣赏他的招生老师安排学农

学；1975 年毕业后参加湖北杂交水稻协作组，见

证了第一代三系杂交稻的诞生；1986 年首批主

持 863无融合生殖水稻课题。从 1999年至今，蔡

得田一直专注于多倍体水稻的育种研究。

作为高校的教授，蔡得田做到了教学科研

两不误。在蔡得田看来，教学和科研并不矛

盾，大学教师的职责不仅是教书育人，更重要

的是“要能持续学习和创新，尤其是做源头创

新的驱动者”。

事实上，蔡得田钟情于多倍体水稻起因有

点偶然。在美国访问时，他读到一篇关于化石

生物倍性进化论文而突发灵感：主要粮棉油作

物是多倍体，它们都经由二倍体进化到多倍体

后产量成倍增加，那么，利用远缘杂交和多倍

体双重优势选育超级稻的做法将具有广阔前

途。这样突然闪现的灵光，就像那个砸中牛顿

的苹果。命运和责任让蔡得田十六年如一日坚

持做下去。

就这样，那些一株株饱满的稻穗一直伴随着

蔡得田，见证着他从豪情壮年到花甲之年的年轮

变迁。

结缘：水稻育种事业融入生命

早在十几年前，蔡得田在多倍体水稻研究方

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果。

在其《二十一世纪水稻育种新战略》（其中第

二作者为袁隆平）一文中，对于通过水稻远缘杂

交和多倍体化结合利用基因组间和多倍体杂种

优势作了详细阐述。

2003 年，由袁隆平在内的四个院士和国内

顶尖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评价其多倍体水稻研究

是“原创性育种新途径”、“居国内外领先水平”。

那么，对于大多数人，甚至一些农业专家来

讲，多倍体水稻至今为何如此陌生？

蔡得田认为这涉及到两个方面：凡属源头创

新的成果都是有历经曲折磨难的过程，但科学是

不会骗人的，符合科学规律的东西，最后一定会

成功；国内外对于多倍体水稻研究不能成功的论

断已深深印在不同层次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

头脑中，“即使见到我们初显成功时，他们也未必

会改变原有观念”。

与传统的二倍体水稻和杂交水稻所不同的

是，多倍体水稻育种基于植物进化原理，将二倍

体水稻杂交加倍而培育成多倍体新品种的育种

技术。多倍体水稻植株发育高大粗壮，穗大粒

大，比二倍体水稻重 3/5 以上，米质优，抗逆性

强，增产幅度大等优点。

蔡得田介绍说，利用组织培养和染色体加倍

技术，在几百个组合中最终选育出 2个高结实率

多倍体水稻材料，解决了多倍体水稻育种的瓶

颈，使多倍体水稻育种的前景豁然开朗。

2015 年，在蔡得田的指导下，选育的多倍

体水稻结实率达到 85%，解决了多倍体水稻结

实率低的问题，多倍体水稻应用已推向最后一

公里。

科研：打通育种最后一公里

蔡得田，国务院特殊津贴

获得者，多倍体水稻育种科学

家，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省部级

科研项目。目前为湖北大学二

级教授、武汉多倍体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除了任职于湖北大学以外，蔡得田还有另

一重身份：武汉多倍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

“科研与市场应该更好地结合。”蔡得田说，

单纯的科研难以解决粮食短缺的实际性问题，只

有做到产学研一体化，把美好的产品惠及百姓，

尤其是通过推广应用多倍体水稻才有可能实现

缓解粮食危机的目标。

作为全球迄今唯一以“多倍体生物”为专业

的企业，武汉多倍体公司与湖北大学合作组建了

“武汉市多倍体生物育种研究工程技术中心”。

在谈及与该公司董事长陈柏林的合作时，蔡得田

认为这是一种科研与企业的互补型合作，“我们

都有做实事的心愿，都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民的

痛苦与期盼，都有为农业农民做贡献的心愿”。

2014 年，在蔡得田科研团队指导下，该公司

转型：投身产业破解难题

参加第二届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并获奖，

多倍体水稻生物育种技术已受到科技相关部门

的关注。

目前，依托蔡得田及其团队，武汉多倍体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多倍体水稻的研究和育种上

已取得重大进展，获得 5000 多个多倍体水稻材

料，200 多个优良品系，近 10 个可进行品种区试

的品系。“更为重要的是，多倍体水稻亩产稳定，

结实率达到 80%以上，已经突破困扰业内几十年

的瓶颈。”蔡得田说。

华为公司董事、高

级副总裁陈黎芳近日

在北京大学的校招宣

讲会上，分享了她在华

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

华为的一些看法等。

陈黎芳在演讲中

表示，华为员工的收

入在第一、二年的时

候，跟行业平均水平

相比，领先程度并不

明显，但是到第三年

以后，奖金和长期激

励部分就会越来越明

显，特别是长期激励。

陈黎芳还称，如

果有机会到海外去工作的话，还会增加非常多的补助，收入会有大幅

增长。奋斗越久越划算，工资变成零花钱。

陈黎芳：
奋斗久了工资就是零花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