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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速览

■■图图SHOWSHOW

1+1=2，成 就 了 陈 景 润 的 哥 德 巴 赫

猜 想 。

1+1≠2，能否成就冯建新？

这是我欲猜想的动因。

冯建新给我的印象：制糖者不吃糖，难

怪苦不堪言；品酒师喝大酒，为了难得糊涂。

初次与他谋面，很难读懂冯建新其人其

事。旁人言必称其为“酒仙”，看外观，我不

以为然。因为除了矮矮胖胖花白头发袖珍

眼外，别无其他。

酒过三巡，此言当真。

在两个多小时的席间，冯建新一直是在

“喝酒说酒”中完成，旁人很难插进话去。酒

的话题是从 1949年开始，历数历届中国糖酒

食品博览会盛况，历述中国白酒的历史和品

种以及酿造过程，俨然一位耄耋之年的长

者，俨然一副专家的架势，其知识和知识面，

远远胜过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培养出来的大

师，更何谈我等曾造访过的茅台、五粮液、汾

酒等数十家企业。

酒聚人散，细思细想，这个“酒仙”无疑

是个科班酿造或结晶专业出身，是一个理论

与实践的践行者，是一个叱咤食品行业的佼

佼者。

尽管人类的制糖技术与工艺历经几千

年，但目前制作冰糖仍然是基本靠人工完

成。其弊端不言自明。在冯建新的企业车

间里，记者看到的却如同工业化流水线一

般，其设备与工艺全部自主设计与施工。在

几米的冰糖不锈钢结晶槽里，上等的蔗糖，

通过 7—9 天结晶后，即可取出冰糖，剩余糖

液再经过第二次溶化，放入晶糖储液罐，取

出冰糖自然风干，且全部真空管道运行。在

冰糖梆余下来尚未成型的，即可加工制做成

晶糖种子。种子加入到结晶罐放入糖液，最

多 4—5天后产生晶糖。

有关专家对此高度认可：一是“流水线

下”制作生产最安全；二是冰糖制作结晶的

时间越长，冰糖的硬度越高，糖度则越纯，当

然成本就越大。

设备、技术、工艺、产品堪称一流，但“一

流制造”和“制造一流”与利润紧密相关联。

难以置信：在中国食品信任危机当下，

你就纯天然，不添任何添加剂！？

难以置信：在中国食品市场激烈竞争

下，你就纯真？！“就是要做世界最优质的冰

糖，只要第一，绝不要二，宁可赔了 300 万。

相反赚了钱，就建立相应机构，让钱驱使食

品更安全，不使人间造孽钱。”

将信将疑。尽管非酒后之言，尽管信誓

旦旦，因为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

中间商属于利益最大的拥有者。冯建

新在食品行业的近三十年间，大多是中间商

的角色，无论在国企还是私企。“我是第一个

给龟苓膏、王老吉等品牌代理的，连续 7年供

应肯德基‘晶糖包’，无一食品事故。商家对

质量要求越高，我越发有成就感。但是，这

些年来，每每参加中国糖酒食品博览会，商

家不是货比三家，而是价比三家。真令人汗

颜，真令人无地自容。”“我下决心投资在天

津北辰区创办了一家食品厂。我坚信：健康

的市场会回到货比三家的轨道上来。”

其实，冯建新是个地地道道的生意人，

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个时代制造的生

意人。

冯建新自有青春的记忆。他时时感叹

当年的纯情，感叹当年的轻狂，感慨失去当

年的魅力，无数次跌倒爬起，不言放弃。

其实，冯建新是属于嘴硬心软还苦苦坚

守的那类人。

这是一个刻苦铭心的记忆。

企业初创时，第一锅糖会令人无比兴

奋，而冯氏的第一锅冰糖则恰恰相反。就

在冯建新眼前，冰糖结晶宣告失败，制糖师

傅顺手将糖稀放置在一间黑暗的屋子，冯

建新眯缝着眼睛，聚焦着失败的“作品”久

久无语，淡然地用苫布将自己的“孩子”盖

了起来……

冯建新明白：我难受，他比我更难受。

做企业，搞经营，失败是成功的延长线，成功

亦是失败的延长线。能享受成功的喜悦，更

能承受失败的苦楚。制糖业尤甚。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深深地清楚，

作为制糖师傅，谁个不愿意将晶莹剔透的冰

糖呈现在众人面前？呈现在投资者面前？

谁个说，失败者就不要容面？恰恰相反。所

以，我默默地将其盖上。痛苦无语悄悄地埋

藏在自己的心底，容颜却拱手送给了师傅。”

师傅乃原天津市新华食品厂师傅。这

家食品厂制糖业堪称之冠，无人与之匹敌。

冯建新言必称：做事先做人，人差事难成。

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冯建新却

在事业的延长线中，拓宽着生命的宽度与厚

度。常人难以明白，当年一个普普通通的卷

扬机修理工，一步跨入食品行业。从 1985年

至今，他在这个行业一干就近三十年。也许

行业道德，不容其在食品良知的底线上，越

雷池半步。否则就另行其他。

“自己干企业最大的困惑是什？”

冯建新揉揉几成一条缝却炯炯有神的

眼睛，合上眼睛说：钱。

我理解，食品无序竞争态势下，在试生

产期间，在只投入无产出期间，钱对于一家

小微企业至关重要，乃至生死存亡。

“现在，我每天不开门，就要支出一万块

钱。从去年到现在，基本是只出不进……”

“其实，我的产品销路不成问题。我把

冰糖拿给麦德龙购物中心负责人看，人家就

说一句话，有多少要多少。”“一家外贸公司

销售人员看完我的企业，立马说，两个月之

内给我 80吨，出口美国和日本。”

无奈压低的价格，无人能敌的品质。对

于冯建新来说，订单并不成问题，问题是不

能赔本赚吆喝呀。

冯 建 新 的 创 业 理 念 可 谓 之 ：一 心 一

意，追求经典。但是冯氏的这个 1+1 最终

等于几？

我们在猜想：甜蜜事业绝非甜蜜？

尽管他一直把持着事业道德的底线，偶

尔几两辛辣烧酒灌入肚里，享受醉意。“我也

享受成就的美感。比如，夜深人静时，在车

间，我用手电筒照射着冰糖，晶莹剔透，如同

玉石光彩夺目……”

我们在猜想：在冯建新潮湿的眼眶里，

有创业带给人间的苦辣酸甜，时而陶醉，时

而麻醉。

我们在猜想：在难解的方程式面前，三

十载食品履历，有真情，有仗义，智慧解方

程，如江河湖海，奔流不息；有暗礁，有险滩，

良知行千里，管他是东还是西。

我们在猜想：在他创业的艰辛进程中，

感叹创业的旋律，感慨艰辛而不息。

谁个能说清楚 1+1大于 2？

谁个能说清楚，甜蜜事业甜蜜不甜蜜？

我们坚信：冯建新难言放弃。

甜蜜事业不甜蜜？
——冯建新猜想

□ 本报记者 李玉成

天津举办创业黑马大赛分赛
科技日报讯 （记者冯国梧）5 月 16—17 日，

“克莱斯勒杯”黑马大赛天津滨海新区分赛暨高

新区创新创业大赛在天津高新区举行。本次大

赛由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委、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

会和《创业家》杂志社联合主办。全国各地 118

家企业报名参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有 20家

企业获得了参加黑马大赛半决赛的资格。

黑马大赛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创业

企业投融资选拔大赛，由《创业家》杂志发起。大

赛不设立奖金，以直接对接创业资本、促成风险

投资作为大赛最核心的内容。目前，大赛已经成

功举办 6 季，近 5000 余家企业参赛，200 家企业

在大赛的平台上成功拿到投资，累计已促成近

13 亿元的风险投资。2013 年，黑马大赛全面升

级，成立固定的主评委团、导师团和投资团，赛制

上更突出展示、学习、交流和交易的功能。本次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举办的分赛是全年度第四场

分赛，参赛项目涉及现代制造业、互联网、能源环

保、现代服务、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

生物诱虫板成了兵团大棚蔬菜的“护身符”
科技日报讯（孙安久 记者朱彤）“这些黄色

生物诱虫板是专门用来扑杀大棚内各种害虫的，

有了它就不用给蔬菜喷洒农药了，消费者也可以

放心的食用。”5月 15日，在新疆兵团第二师二十

五团 3连大棚蔬菜种植基地里，该连主管大棚蔬

菜种植的副连长丁磊如是说。

今年，兵团第二师二十五团种植早春大棚蔬

菜 140 余亩，按照无公害和有机蔬菜种植标准，

全部使用有机肥作为作物底肥，引进熊蜂授粉，

采用覆盖防虫网、悬挂黄色诱虫板等生物技术防

治病虫害的发生。据悉，熊蜂授粉能促进蔬菜增

产增效，防虫网可以有效阻止棚外害虫进入棚内

引发病害，而诱虫板则利用害虫对黄色的趋光性

和一些昆虫信息技术，形成诱虫、捕虫的效果，可

有效减少农药的使用，提高蔬菜的品质，达到无

公害和有机蔬菜要求，增加职工收入。二十五团

6 连蔬菜种植户刘正军说：“我今年种植的大棚

黄瓜和葫芦瓜，没有喷洒过农药，色泽鲜润、果味

口感好，深受客户的青睐，每天都能销售 300 多

公斤，收入近千元，这都是生物诱虫板这个‘护身

符’带来的好效果。”

科技日报讯 （记者乔地）“承接国外高

端技术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求，能承

接技术转移，将成为国内各地区经济发展主

要竞争力之一。”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

局长王旭 5 月 19 日在郑州举行的第六届中

博会“国际技术转移与投资合作研讨会”上

如此表示。

他 的 观 点 引 起 大 家 共 鸣 。 上 海 久 有

基金董事长刘小龙说，发达国家的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非常活跃，将成为未来三十年

我国承接海外技术转移的一个重点。“发

达国家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但开拓海外

市场不如跨国企业。地方政府想成功吸

引海外中小企业，实施有效的国际技术转

移和投资合作，必须改变前三十年的经济

发展模式。”

怎么改变？刘小龙说，这里有个“升级

版本”，那就是：一要从简单地卖地经营和财

政补贴模式，转变为能够承接全球优秀科技

企业的专业服务平台模式；二要从重视跨国

公司和大型国企的导入，转变为同时重视大

量中小型科技创业企业团队的导入；三要从

聚焦短期内形成规模产业的项目，转变为同

时聚焦中长期产业集群的培育；四要从“守

株待兔”型招商，转变为按产业地图实施全

球精确制导型招商。

专家称承接技术转移将成区域经济主要竞争力

科技日报讯 （谢开飞 邓新广）从印刷

行业“冒险”跨入 LED 行业，鸿博光电激情走

过 8 年，凭什么？在 5 月 16 日举行的国家半

导体照明联盟联合创新（福州）调研座谈会

上，鸿博光电董事长尤玉仙说，公司能够在

“二次创业”起点上进发，离不开福建省科技

厅的贴心服务、帮扶，是他们搭建平台、借脑

引智，推进企业在国际范围内配置高端资

源，实现持续创新。

鸿博光电的“创新传奇”引起与会人士

的共鸣，他们纷纷就“如何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深化国际与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实现体

制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话题进行探讨。

本次活动由国家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

业联盟和福建省科技厅主办，福建鸿博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承办。

半导体照明联盟创新调研座谈会在榕举行

海峡两岸首部闽越王题材旅游电影开机
科技日报讯 （邓新广 刘芳莉 谢开飞）5 月

12 日，海峡两岸首部闽越王题材旅游电影《梦寻

金铙山》开机仪式，在福建省建宁县闽江源生态

旅游区举行。据悉，位于建宁县的金饶山是千里

闽江发源地，主峰白石顶海拔 1858 米，素有“秀

起东南第一巅”之誉。古时曾为闽越王无诸的狩

猎场，现因其花岗岩石蛋地貌景观被列入世界地

质公园。《梦寻金铙山》剧情围“铙”而起，情系海

峡两岸情，将结合建宁闽越王无诸校猎遗失金铙

传奇故事等旅游文化特色，充分挖掘当地民间非

物质文化遗产魅力。本次活动以“相约闽江源，

梦寻金铙山”为主题，由建宁县闽江源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主办，游道道（福建）影视公司承办。

位于鲁北的山东省邹平县充分发挥世界500强、世界最大的棉纺织企业——魏桥创业集团等纺织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通
过政策扶持和鼓励技术研发，拓展延伸纺织产业链，壮大产业集群，目前已形成从棉花深加工——棉纱、棉布——服装、家用纺织
品及产业用布等终端产品的纺织产业链，纺织产品销售到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图为5月19日，在山东魏桥创业集团细纱车
间里纺织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神舟上天，蛟龙入海。从航空航天到现

代制造，我国高新技术领域中取得的一项又

一项重大突破，都离不开精密仪器学科的支

撑，而其中误差与精度理论及技术是其重要

一环。在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位老人，他

将自己近 60年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精密仪器

事业，为我国误差与精度理论研究发展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至今 80岁高龄仍然工作在实

验室，被誉为我国精度理论的开拓者。他叫

费业泰，合肥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

学院教授，2007 年被国际测量与仪器委员会

（ICMI）授予终身贡献奖。

“我这一辈子，都是在和精
度与误差这对反义词打交道”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为了认识自然

规律，人类需要不断的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进行测量和研究。然而，由于试验方法和实

验设备的不完善、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受人

类认识能力所限，测量和实验所得的数据和

被测量的真值之间，总是不可避免的存在着

差异。人们虽然可以将误差控制的越来越

小，但终究不能完全消除它。费业泰教授一

辈子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消除误差，追求具有

高精度的真值。

1955 年 ，费 业 泰 大 学 毕 业 留 校 任 教 。

1959 年，费业泰教授从机械制造专业转行来

到学校新开办的精密仪器专业，从此，精密仪

器学科就成了他科研生命的全部。

精度是现代精密工程的基本保障。新中

国工业建设刚刚起步的年代，我国对精度与

误差的研究完全没有系统的理论，对精度的

标准是以毫米甚至是厘米为单位，工业产品

总是难逃噪音大、震动大、能耗大的“傻大粗”

模式。在没资料、没设备、更没有知识积累，

甚至所有的老师都是从机械制造专业“半路

出家”的情况下，作为教研室负责人的费业

泰挑起这副重担。从那往后，每年只有大年

初一费教授给自己放一天假，其他的时间几

乎都泡在实验室和办公室。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和精度与误差这对

反义词打交道了。”精密仪器的误差修正实验

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由于精密仪器特别

敏感，白天因为干扰源较多，即使地板的轻微

震动也会影响到数据稳定。为了确保实验质

量，在忙碌了一个白天后，下班时买个面包，

夜深人静时在实验室做实验是费业泰常有的

工作方式。

1根头发丝有 70至 100微米那么粗，而我

国目前使用的光栅测量机的精度普遍为 5 微

米。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费业泰主持研发

的“光栅一米测量机”，在理论上采用多误差

源的全面误差分析建模进行多项误差修正与

合成，突破了传统的单次误差建模与修正的

局限性，显著地提高了仪器精度。经中国计

算科学研究院检测，该测量机在一米长度达

到了 2.3微米的精度，这一精度使我国测量长

度比对基准的精密仪器达到国外顶尖产品水

平，成为我国精密仪器学科的标志性成果。

在此基础上，费业泰对误差理论的应用

技术开展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研究成果，全面推进了我国误差与精度理论

的新发展。基于现代仪器的动态性特点，费

业泰研究提出了动态精度理论，建立了全系

统动态误差分析建模方法，提出了动态精度

损失的“棚状模型”，并进一步对动态系统损

失函数分解与溯源，分析动态系统各组成单

元的精度损失规律，并提出了基于各单元等

效损失的全系统均匀设计理论与方法，成为

我国误差与精度理论的重大进展。

“我们都是看着您的书步入精密仪器领

域的。”在我国顶尖的仪器学科学术会议上，

这是费业泰经常听到的话。费业泰先后出版

了 9 本专著，1981 年，费业泰所著的《误差理

论与数据处理》一书，被列为国家重点教材，

成为我国精密仪器学科理论的开拓之作。30

多年来，该书再版 6 次，被全国 200 余所高校

采用，成为我国高校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和

其他相关专业必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而

费业泰教授则被业内誉为我国精度理论的开

拓者。

“我能做的只是精益求精”

由于热胀冷缩，不同温度下设备中的不

同材料会发生不同特性的变化，有的变化甚

至会影响到设备的正常性能。为了摸清这一

规律，费业泰不分昼夜地进行着高强度长周

期的热变形实验。通过对大量实验数据的分

析研究，费业泰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约束，创新

性地提出热误差理论。该理论通过对箱体热

变形量的设计，保证在不同温度下热变形降

到最低，提高各类工业产品效率和品质。如

今，由费业泰提出的精度误差理论，已经成为

我国精度评定的基本方法以及精密仪器学科

的理论基础。而热误差理论，也成为精密仪

器学科典型的三个学科方向之一。

进一步的研究，费业泰即使是同样的材

料，在不同的外形尺寸下膨胀量存在着较大

差异，而过去我国在制定膨胀系数标准时，使

用的是圆柱体的材料进行测量，无法真实地

反映这一差异，给实际应用带来了困难。为

此，费业泰在膨胀系数制定时创新性地将测

定材料制成球形，可以真实地反映了材料性

能，不受材料尺寸的影响，依此进一步提出了

全新的热误差理论体系。而费业泰教授的热

变形理论，很快就被运用在我国的航空航天、

大型装备制造等领域。

费业泰的精度理论在各个领域中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 然而在从理论到实践的道路

却并不平坦。在我国精密机械领域，曾一味

追求加工设备，以使每个部件都高精度。这

一做法不仅大大提高了成本，而且效果也并

不稳定。针对这一情况，费业泰在我国率先

提出“最好的部件在一起不一定能有最好的

性能”这一理念，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找到

了误差传递的规律，并利用这一规律提出了

新的方法。这一方法不再要求每个部件均为

高精度，而是通过不同部件之间的最优化组

合，保证机械设备的高精度。而这一方法成

为我国最新精度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半个多世纪的科研过程中，费业泰承

担并完成了近 40 项高水平科研项目，其中包

括 17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发表过 320

余篇论文，各项科研成果获得 9 项省部级奖

励，发表出版的大量论著被学术界广泛采

用，并为我国重点科研项目解决了大量实践

难题。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
都得追求精度”

在近 60 年的执教生涯中，费业泰培养了

100余名博、硕士研究生。费业泰的学生都牢

记着他的六字师训：“勤奋、求实、谦让”，这是

费业泰对学生做人治学的要求，也是他本人

的行为准则。

费业泰在指导青年教师申报课题时，每

个项目都要亲自过目，亲自修改。承受着对

学术科研上“高压”的同时，学生们在生活上

也得到了费业泰无微不至的关怀，学生家里

有几个兄弟姐妹他都十分清楚。家里困难的

同学到了学期末总能多领些津贴，那是费业

泰想方设法争取来的；学生们在实验室里泡

再久也不会饿着，因为费业泰在实验室准备

了电冰箱和微波炉；甚至有的学生就是在他

的“撮合”下找到了自己的美满姻缘。

“做研究的，不能考虑利益，只能考虑学术

的需要。”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费业泰从来不

收礼不送礼，但学生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一

支手电筒却是费教授每天必不可少的“宝

贝”。有一段时间，费业泰的办公室在 7楼，等

他夜里 11点多下班的时候，没有电梯，他每天

只得摸黑下楼。65岁生日那天，他的研究生们

特地送了一支手电筒给他作为生日礼物。这

支小小的手电筒，照亮的不仅是费教授的归家

小径，也折射出了费业泰的人生——牺牲自

己、照亮别人。费业泰出国、出差，总要带点礼

物，这些礼物并不是送给亲朋好友，而是送给

学院大楼的门卫。因为他经常是半夜离开大

楼回家，要麻烦门卫起床开门。

在合肥工业大学，费业泰的“抠门”是出

了名的。在国内各大城市出差，他尽量不坐

出租车，也不会住高级宾馆。80 年代从美国

带回来的电熨斗，到现在还在用……就是这

样一位“抠门”的老人，一旦遇到学术科研上

用钱马上就慷慨大方起来。费教授告诉学生

们，只要发表的论文水平够高，申请多少版面

费都给。

2008 年，74 岁的费业泰退休了。但每天

他仍然坚持呆在实验室，家是旅馆，一日三餐

和睡觉时才回去。2008年，费业泰被诊断为

肾肿瘤。在切除手术以后，费业泰仍然舍不

得他工作一辈子的实验室，仍然坚守在科研

一线。2011 年，77 岁高龄的费业泰在北京进

行完一项国家专项答辩后，急着赶回合肥，由

于暴雨机场一直停飞，费业泰硬是等到了凌

晨 4点通知起飞。随行的学生回来后发现，费

业泰口中的重要的事，只是约定了给一个研

究生修改论文！

费业泰教授数十年如一日刻苦耕耘，为

他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他现任国际测量与

仪器委员会（ICMI）常务理事、全国误差与

不确定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名誉理事、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兼几何量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等。2013 年，费业泰

即将迎来自己的 80 岁生日，只要身体允许，

费业泰仍会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并仍然坚持

参加重要学术会议，为学科建设、科研合作

等事务奔波。

追寻最真值的60年人生
——记我国现代精度理论的开拓者、合肥工业大学教授费业泰

□ 本报记者 吴长锋 本报通讯员 周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