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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科技人生片断，体味事业苦辣酸甜

陈东戎：英国 Dundee 大
学博士毕业，复旦大学生物
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共在国
际知名刊物上发表 24 篇学
术论文，学术论文被引用次
数总共为 1001 次，文章的总
影响因子共为 145。

Alastair I H Mur-
chie：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
究院、药学院全职 PI，中国第
一位全职外籍“长江学者”特
聘 教 授 ，复 旦 大 学 特 聘 教
授。共在国家知名杂志发表
68 篇 学 术 论 文 ，其 中 包 括:
Nature 4 篇, Science 1 篇,
Cell 3 篇。学术论文被引用
次数总共为 3926 次，文章的
影响因子共为 434。

“作为充满希望和朝气的新能源产业以及世界范

围内具有明显优势的中国新兴产业，光伏行业的公平、

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亟待保障的。”全国人大代表、

晶科能源 CEO 陈康平提出，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包括

太阳能行业的公平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这就需要一

个完善的商业模式，因为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就不会

吸引投资者来投资，为此，就需要推动光伏行业的市场

化和资本化。

如何推动光伏行业的市场化？陈康平说首先要确

保合法电站的并网及运行发电，其次电站的补贴要及

时发放，还要完善分布式电站的相关法律法规。但要

形成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型，只有市场化是不够的，资本

化也是成功商业模型的重要前提。资本化包括两个重

要的方面，一是要解决行业先期投资方面的问题，其

次，要解决企业及项目的长期融资方面的问题。针对

解决行业先期投资问题，建议为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建立快速通道，使他们能够在上市、发债等资本市场融

资渠道得到一定的优先性，这就能解决企业做大做强

的资本需求；建议打开大型投资基金进入光伏市场的

大门；在解决企业及项目的长期融资问题方面，陈康平

建议首先降低商业银行进入光伏发电市场的门槛；其

次利用利息的补贴来降低融资成本，使得民间资本、基

金愿意进入可再生能源领域，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陈康平:加快
完善可再生能源发
电领域商业模式

她，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了不平凡的业绩：用 17 年的时间干了 19 年的活，累计

超产棉纱 183吨，优一级品率保持 100%，成为挡车工的

典范。在她的耐心帮教下，160 名学员茁壮成长，成为

公司的中流砥柱，她就是新兴际华集团际华三五四二

纺织有限公司后纺细纱车间教练工、全国人大代表唐

玲玲。

细纱挡车工是一个劳动强度很高的工种，一个班

下来巡回路线相当于步行 40 公里，并且还是三班倒。

刚满 18 岁的唐玲玲没有被困难吓倒，进厂不到三个

月，她就熟练掌握了挡车各项操作要领。她的操作成

绩在车间青工中独占鳌头，并在以后的各项操作技术

竞赛中多次摘桂。2006 年，唐玲玲成为了后纺细纱车

间一名轮班教练工。此时，她在工作中不仅要认真负

责做好帮教工作，而且还要一丝不苟地做好质量把关

工作。在质量检查中，她决不放过任何影响质量的蛛

丝马迹。唐玲玲挡车时就是有名的“捉疵大王”，仅一

年就捉纱疵、毛羽等有害纤维达 1015 个，创出了同品

种质量第一。唐玲玲用 24 年的青春换得了常人难以

想像的荣誉。从 1995 年以来，先后荣获各种荣誉。

2006 年 4 月，唐玲玲当选新兴铸管集团首届党代表，

2007 年当选湖北省第九届党代表。2010 年 5 月，唐玲

玲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2013 年 1 月，唐玲玲光荣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

唐玲玲：从纺
织女工到人大代
表

文·王胜利 李榕榕

■ 周三有约

■ 人物档案

■ 人物点击

高会民，金牌工人，秦皇岛市劳动模范，平时总喜

欢自己动手搞研究，琢磨新工具，以他名字命名的“高

会民创新工作室”，19 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输电运检工

区的一线工人，现在，这个“草根团队”在秦皇岛电力

公司不只是一个班组、一个工作室，而是一张名片，一

个多产“实用新型专利”的团队。

创新魔力激发潜力
“这是我们研制的输电线路出线作业安全装

置，这是我们研制的接地极提升器，这个是我们研

制的……”高会民指着“创新工作室”墙上的展板

说。自该公司“创新工作室”活动开展以来，他们积

极响应，广泛参与，调动职工的积极性，结合自身工

作特点，注重在工作现场发掘创新点。他们在一次

用预绞丝带电修补导线过程中，发现因预绞丝的安

装要求方式复杂，作业人员劳动强度大，发明了“高

压带电作业修补导线滑动平梯”；因为输电线路有

不少杆塔，在测量接地电阻时，接地极拆开后安装

很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发明了“接地极提升

器”；在清理架空输电线悬挂异物时常常需要带电

作 业 ，他 们 发 明 了“ 架 空 输 电 线 悬 挂 异 物 清 除 装

置”，操作省时省力，安全快捷……

截至目前，高会民带领的这个“草根团队”共有

10项发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创新之花竞相开放
一花引来万花开。“高会民创新工作室”如今已由

原来的 8人，发展到了 19人，成员涵盖了车间领导、管

理人员、班组长、一般工等岗位。

“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在学习中解决问题。”是他

们研发的动力。每次开展安全学习讨论会，他们都会

逐一将巡视、检修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来，一起讨

论，头脑风暴，寻找解决办法。

这个“草根团队”也正因为传承学习的特质，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输电专业人才冶金炉，不管是

新分配的大学生还是复员军人，不过几年就能成

为专业技能人才。2008 年毕业的大学生焦健，刚

进检修班时实操知识缺乏，登塔接线的基本功等

于零，但在高会民手把手的教导下，不到半年的时

间就掌握了专业基本技能。在一次户外作业更换

110 千 伏 输 电 线 路 耐 张 绝 缘 子 过 程 中 ，由 于 经 验

少，他在高空作业近 1 个小时，工作结束后，疲惫不

堪的他请教高会民：“高师傅，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工具固定一下瓷瓶。”这个问题让高会民又来了灵

感，回到班组，召集“创新工作室”成员一起，反复

研究讨论，一个“更换耐张绝缘子串大刀卡具托瓶

架 固 定 装 置 ”的 雏 形 在 大 家 的 脑 海 里 渐 渐 清 晰 。

画图纸，做模型，一次次反复实验，最终装置研制

成功。在实际应用中，该装置创造性地解决了生

产中的实际问题，减轻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

了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

创新的成果带来的是成功的喜悦。大家都说：

“用上自己发明的这些小设备、小工具，还挺有成就

感呢！”

高会民与他的“草根团队”

“我终于献血成功了！”王滨为什么如此兴奋？

原来，近一年来，王滨连续三次献血，只因转氨

酶超标，血站不允许。为尽快提高血液质量，他坚

持每天打乒乓球、快走 1 小时，调节饮食，多吃粗粮

时蔬，并放弃了自己最钟爱红烧肉和羊肉等美食，

很多次想打打牙祭，最终还是放弃了。

43岁的王滨，国家电网山东茌平县供电公司的一

位普通职工，十余年来，只要血液质量达标，就每年两次

到献血中心“报到”，他15次献血量累计达5400毫升。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也正是他的

这份善良之心，使得王滨一次次地出入献血中心。

多年来，王滨坚持有善心、行善举，汶川地震，

他发动家人捐款捐物近 3000 余元；路遇求助，他毫

不犹豫将伤者送往医院；遇到一下水道井盖丢失，

他主动停好车辆设置一空纸箱为标志，以提醒路人

避免危险。用他的话说：“举手之劳。”

2012年 11月 5日，王滨接到在北京上大学的女

儿打来的电话，“老爸，我的血液已经被采用了，今

天还被邀请去参加慈善音乐会呢。”对于女儿投身

公益，王滨深感欣慰：“能尽自己绵薄之力帮助一些

需要帮助的人，是最幸福、最快乐的事情，我希望能

够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献血的队伍中来，献一份爱

心，收获一份安心。”2012 年，王滨被集团公司评为

年度优秀农电工称号。 （赵冬叶 王海蓉）

王滨：能帮助别人是最快乐的事

日前，一篇名为《新型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核糖开

关的发现》的论文刊发在最新一期世界顶级学术杂

志《细胞》上，一经发表即引来各国科学家的高度关

注。这是人类首次在耐药性病原菌中发现了一种由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调控的新型“核糖开关”，为

人类最终攻克抗生素耐药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了全新

视角和理论依据。学术界的焦点定格在一个娇小的

中国身影和一个金发碧眼的英伦绅士上——陈东戎

和她的英国籍丈夫 Alastair Murchie。

退去所有荣耀光环，陈东戎和丈夫依旧过着平

凡、忙碌的科研生活：读报告、论文，写项目，指导实

验，日日在实验室里耕耘着梦想——在抗生素滥用

而致病菌的耐药性日益严重的今天，找到耐药性形

成新机制这一破解困扰各国科学家的“世纪难题”。

新型核糖开关的发现无疑让他们朝着梦想又迈进了

一步。

实验室中迸出爱情火花

在复旦大学明道楼的办公室里，陈东戎和她的

丈夫 Alastair Murchie 每天形影不离，过着实验室、家

两点一线的生活，但生活，因为有了彼此，有了梦想，

而变得幸福充实。

22 年前，怀着对生物医学的热爱，壮志满怀的陈

东戎负笈英伦，跟着导师在实验室做起了 DNA 生物

物理研究，作为实验室里唯一的一名中国人，陈东戎

加倍用心，周末假期都奉献给了实验室，成绩名列前

茅，是导师眼中“最好的学生”。在这里，陈东戎遇到

了一位同样不舍得回家的“工作狂人”——Alastair

Murchie，志同道合的他们在实验室擦出了爱情的火

花，更与实验室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在研究院还

是新药开发公司，丈夫始终在实验室里从事着核酸

高级结构及核酸和蛋白质相结合的研究，而陈东戎

则研究着蛋白和核酸相互作用以及基因表达与调

控。两人虽身处不同的实验室，但相近的研究对象、

共同的志向梦想，让两人的感情日笃，爱情的种子最

终破土萌芽。

“他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陈东戎望向写字台

另一边的老外丈夫，幸福之情溢于言表。正是这份

执着，让 Alastair 毅然决定放弃高薪高职在公司里的

工作，一心一意在高校做基础研究，誓要在抗药性机

理上做出点成绩，破解抗生素耐药难题。他们选择

了复旦大学。

放弃自己在英国的永久工作，再次回到阔别了

17 年之久的祖国。而这一次，她还带着一个 4 岁、一

个未足岁的儿子。彼时，实验室尚未成熟，采购、沟

通、申报项目、做基础实验，一切需要亲力亲为；彼

时，陈东戎独自一人中国英国两边跑，处理后续事

宜。人妻、人母、工作搭档，一人分饰三角的陈东戎

在最初的几年实在累得够呛。但为了给丈夫营造一

个更好的科研环境，陈东戎默默地承受了起步的艰

辛与压力，硬是为丈夫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实验室。

“她人很好，性格也好，活泼、聪慧、幽默、刚毅果

敢”，略显内向的 Alastair谈及人妻多了份中国人的羞

涩，“非常迷人、魅力十足。”

一句话，又让陈东戎乐了半天。趁着记者采访

她的间隙，她忙用英语吩咐丈夫抓紧时间先工作。

科研路上相濡以沫

陈东戎和丈夫每日形影不离，一起回家、一起做

实验、一起办公，在办公室，他们之间仅隔这一张写

字桌和四块电脑屏幕。即便如此，这两个“工作狂

人”也鲜有机会说上一会话。

谈及自己和丈夫的工作状态，除了忙，还是忙。

沉迷于实验研究的丈夫就算人在家里，心也时不时

回到了实验桌前，“他就是个工作狂，回家也说实验，

遭到我和孩子们的一阵抗议。”陈东戎给一边的丈夫

挤了个眼色，抱怨着，可脸上却荡漾着甜甜的笑，丈

夫的这份执着和狂热深深吸引着她。

科研的道路上充满了未知的巨大风险。在复旦

6年的科研道路上，多少次，做了几年的实验失败了，

预知的科研无法证实，下一步的实验方向难以预测，

在迷茫中，研究团队几乎坚持不下去；随着学生的毕

业和人员的自然流失，实验室人才断层难以为继，选

拔和培养“尖子”学生成为每年一道必交的“考题”。

尽管学校给予了教授们极为宽松、自由的研究环境，

但来自学术成果突破自身的压力和挑战，让这对科

研夫妻常常觉得“压力很大”。此外，在实验室工作

的学生毕业了要交论文，论文又需要出数据、出成

果，然而基础研究的巨大风险和长期性，往往又让这

打上了很多问号。“有责任让学生毕业”，拿出高质量

的学术论文，也让陈东戎肩上的责任更重。

论文的完成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

的审稿关更考验着陈东戎和丈夫。“这篇论文历经多

次反复补充，我们要一次次跟编辑沟通，对于研究成

果的重要价值执着坚持”，当时，陈东戎和丈夫争分

夺秒，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实验，补全相关数据。周

末也被用来工作，“我们两个只能轮流工作，一个照

顾孩子，一个工作”。

走进实验室，试剂瓶摆满了墙壁，各种实验仪器

琳琅满目。3年里，正是用这里的仪器发现了新型氨

基糖苷类抗生素核糖开关；这里诞生的一个个精细

的数据，说服了《细胞》杂志要求严格的审稿人，最终

成功发表。而在 6 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家徒四

壁”。这里的一瓶一物都是陈东戎和复旦医学院的

老师们一起一点点构建，为了方便丈夫，实验器具全

部按照英国要求置办。

“起初，我们是想做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耐药性研

究，没有成功，却在无意中发现了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

核糖开关。”谈及这次的成功，陈东戎仍然觉得庆幸，在

科研几乎走进“绝路”之时，及时调转了研究方向，才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陈东戎反复对记者表示，无论

科研的道路上多么艰辛坎坷，但因为有着一颗“感恩”

的心，才会坚持了下来。“感谢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

院的领导为他们提供了包括科研、经费、学生等多方面

的帮助，营造了极其宽松的学术环境。”

3 年多的时间里，陈东戎和丈夫率领一班实验团

队，日夜奋战。

“除了吃饭睡觉，学生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实

验上。”该课题组博士研究生贾旭和张静等在他俩的

指导下，通过大量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试验，耐

心钻研，终于发现由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产生的两个

“破坏分子”——氨基糖苷乙酰转移酶和氨基糖苷腺

苷酰转移酶编码基因的“5非翻译区 RNA 序列”区域

存在核糖开关元件，它能够“一对一”地识别氨基糖

苷类抗生素，并与之结合，从中“捣乱”，改变核糖开

关的自身结构，诱导相应耐药基因的表达，于是，耐

药性产生了。在以后的实践中，科学家可以利用“核

糖”的破坏作用，开发新型靶标药物，从根本上解决

细菌的耐药问题。

育人理念求同存异

多年的相濡以沫，共同奋斗，让夫妻二人培养起

了常人难以言明的默契。“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什

么都能干好。”丈夫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一脸认真。

由于和丈夫不同的性格，在指导学生上，二人也

是不同的风格。“指导学生的时候，遇到学生做实验

不符合要求时，他会直接批评，比较严肃，所以新生

都怕他；而我就循序渐进，比较委婉。”但在学术讨论

上，学生和老师几乎没有年龄的界限。“谈学术，我们

畅所欲言，学生也可以反驳我们，在具体实验细节上

学生知道的往往比我们多”，陈东戎坦言。

“复旦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学生！”在成果发

布会上，除了介绍最新发现，Alastair Murchie 特别表

扬了他的学生。对此陈东戎给予认可，“任何一项成

功都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是团队合作的效益！我

们的学生都特别有能力，特别实诚。”任何一项成果

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需要团队的力量。“每个

学生特点不同、性格不同，擅长不同”，就像花篮里的

花，要百花齐放，插花还是一门艺术活。

时钟走向下午 5 点，下班时间到了，可陈东戎还

来不及走，为了试验，她常常一忙就忘了时间，可一

想起家中还有两个儿子需要照顾，陈东戎就不得不

抓紧时间。22 年了，她把自己的一个青春奉献给了

科研，收获了爱情收获了成功。

“22 年来，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每天忙碌、脚

踏实地，过得充实、幸福。”陈东戎看着办公桌上儿子

们的相片，落日余晖透过窗，给整个房间洒上一片融

和温暖的黄晕。

陈东戎夫妇：有“菌”不须媒
文·金婉霞 本报记者 王 春

芦荟苹果汁 原料配方：苹果半个 胡萝卜丁 6克 库拉

索芦荟 5克 蜂蜜 15毫升 冰水 125毫升 冰块 2—3块。

制作方法：1.将芦荟洗净，去刺去皮，切碎；2.苹果去核，

切成黄豆大小的块；3.分别将胡萝卜、苹果、芦荟放入两层

纱布中，用硬的器物压榨，挤出汁。注入同一只玻璃杯内；

加蜂蜜调匀，再兑入冰水稀释。或使用家用组织捣碎机，将

芦荟、胡萝卜丁、苹果和冰水放入捣碎机内出汁。再用纱布

过滤，注入玻璃杯中，加进蜂蜜搅匀即成。饮用前，若能加

2—3块冰块，味道则更清凉可口。

产品疗效：芦荟所含液汁可以入药，有催泻、健胃、通经

等作用。适量的饮用芦荟汁，能减轻腹部的负担，解除便秘

的困扰。

芦荟鲜榨汁 主料：库拉索芦荟、菠萝、白糖。

制法方法：把1片芦荟去刺去皮，切成小块，放入家用食

品加工机中，加入100毫升冷开水（冰镇的更好），1/4块菠萝及

白糖少许，一起匀浆，纱布过滤，即成1杯可口的芦荟鲜榨汁。

特点：颜色碧绿，口感清香，酸甜适口。

桂花蜜汁芦荟 主料:库拉索芦荟 250克，蜂蜜 28克，糖

桂花、糖玫瑰花适量，盐少许。

制作方法: 芦荟洗净，去刺去皮，刀切寸条放入一稍大

的碗中，加盐少量，拌匀，腌数分钟后，用清水洗去盐和粘

液，装在盘内。把蜂蜜、糖桂花调匀，浇在芦荟寸条上，腌渍

2—3小时即成。

特点:本品功用润肺止咳，健胃益肠。可防治胃溃疡、

胃气痛，心悸失眠，支气管哮喘等病症。

芦荟奶昔 材料：库拉索芦荟、奶油冰激淋。

芦荟奶昔制作方法详细介绍：把芦荟去刺去皮，切成小

块，用榨汁机榨出鲜汁 150 毫升（1 小杯）；奶油冰激淋从冰

箱冷冻室取出，室温放置一段时间，待冰激淋变软；把冰激

淋和芦荟汁一起放入家庭多用食品加工机中，选用和面的

刀具，把它们搅匀，即可。

专家提醒：即使是可作为蔬菜食用的芦荟，依然有量的

限制，一般的标准限量是每人每天不宜超过 30 克，而且必

须去皮，因为可能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含于内皮。特殊

人群如老人小孩、身体较弱者视情况减少用量。

芦荟饮品
■ 芦荟在中国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芦荟产业专业委员会
完 美（中 国）有 限 公 司 联 合 特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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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普通的农家女，依靠神舟飞船搭载的种

子，种起“太空蔬菜”……她就是福建省莆田市荔城

区新美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宋美妹。

出生于莆田市木兰溪畔的宋美妹，初中毕业后

回乡务农。1987 年 3 月，21 岁的她为增加家庭收

入，把自家责任田全种上菜椒卖钱，开始了和蔬菜

的不解之缘。

1999 年 12 月 25 日，百年不遇的台风和霜冻接

连袭来，承包田里即将投产的西红柿全部叶黄枝

萎，一度损失近百万元。宋美妹依靠莆田市科委的

“霜冻剪枝新项目”在大灾之年起死回生。她意识

到，种菜要讲科技。为了提高栽培技术，她报考了

函授大学专科为自己“充电”。随后，她投资 5000

多万元建设莆田市首家净菜加工企业，引进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全电脑系统制冷设备新型材料。

2004 年 11 月，宋美妹和中国科学院合作，建立

了福建第一个航天育种种苗基地。经神舟三号飞

船搭载，环绕地球 108 圈的“航遗 1 号黄瓜”等 15 类

“太空种子”，先后落户基地。2005 年 6 月，公司首

批投产的黄瓜、番茄、甜玉米等系列太空蔬菜隆重

上市。随即，新美公司精心选送苦瓜、番茄等四类

地方特色蔬菜共 700 克种子，于 2006 年 8 月 3 日搭

上返回式科技试验卫星，开始太空育种试验之旅。

同年的 11 月中旬，“意大利芹菜”、“番茄”两种随神

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船巡游太空的蔬菜种子在新美

蔬菜基地落户。

（吴志 张雄）

宋美妹：将蔬菜从地“种”到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