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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不灭不散，
世界华人星散五大洲而不离不弃。靠得
就是这一脉相传！

脉
和一位姓蔡的马来西亚华裔朋友聊天，他是马来西亚

的二代华人。他说，父亲那一代是因为“跑鬼子反”跑到马

来西亚的。什么叫“跑反”，今天的年青人不太清楚了。网

上的解释是“旧时指为躲避兵乱或匪患而逃往别处。”老一

代人不需要解释，日本鬼子侵华时，大半个中国的老百姓都

经历过“跑反”。

蔡先生如今在广东中山的一家马来西亚公司任职，除了

马来语、英语、普通话之外，他还会说一口地道的潮汕话。他

说，父母都是潮汕人，从小在家都是讲家乡话。马来西亚的潮

汕人很多，大人小孩在一起都讲潮汕方言。蔡先生说，在海

外，别人可以拿走我们的财产，谁也拿不走我们的乡土文化。

蔡先生说，到中国半年多，他闹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有

钱的中国人喜欢出国移民？他说，从小在马来西亚就知道

家里挣点钱，千方百计地要寄回潮汕老家。最困难的时候，

父母亲曾经从马来西亚寄回老家一大块肥猪肉。蔡先生

说，小时候老家来信都是由他念给识字不多的父母听，经常

是老家遭台风了，房子刮坏了，没钱买砖瓦。要不就是旱

了、涝了，颗粒不收了，生计无法维持。于是，在马来西亚拼

命做事的父母亲，只有更加地拼命挣钱，赶紧寄回灾难深重

的潮汕老家……

蔡先生从小时候读家乡的来信，到长大后看到中国的发

展，对祖国就充满着向往，在连续多年回国考察、旅游之后，

终于有机会到马来西亚在中国的一家大公司工作，也算是圆

了他一个梦。在中国工作生活，和短期的旅游考察不一样，

不到半年，他就发现了一些挺纳闷的事儿。其中，有钱人想

方设法转移财产移民国外，这件事儿就让他很难理解。

说实话，对此朝胜也很难理解。要说中国不好，他们的钱

都是在国内赚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的确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您要说挣大钱的主儿，在十三

亿中国人之中，还是凤毛麟角。不说您的命好运好，不说您的

能力能量。没有十三亿人的纳税，您能坑到国家项目的天文

大钱吗？没有十三亿人的市场，您能蒙得消费者晕头转向

吗？没有十三亿人的江湖，您能拐得“一将功成万骨枯”吗？

没有十三亿人的善良，您能骗得老百姓颠沛流离吗？有钱了，

就想离国而去，算是见好就收呢？还算是见势不好了呢？

终于，网上看到了一则平民的反省：咱一个提着无纺布

袋的人，给提爱马仕的人捐款，你不惭愧吗？一个拿山寨机

当手表的人，给戴百达翡丽的人捐款，你不害躁吗？ 一个

为一碗面条加不加蛋想半天的人，给一餐上万的人捐款，你

好意思吗？一个听说涨价连夜排队加油的人，给开玛莎拉

蒂跑车的人捐款，你不脸红吗？

咱们都捐过钱，为了各式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地都

通过捐钱表示过自己的牵挂、悲悯、善良、心痛。可是，连这

一点心灵的圣土都要被人作践，捐款的穷人都不知道自己

的钱被谁花了，那么，这还是个什么样的天下呢？

朝胜对口口声声以潮汕人而自豪的蔡先生说，我不久

前到过潮州市的一个村子。一个姓陈的年轻人在广州做生

意挣了些钱，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给卖了三十多年蔬菜的

父亲建了一座小楼。父亲听说儿子带朋友回家，早上五点

钟就起床到菜市买野生甲鱼。后来，这位陈老爹对我说，每

天都是凌晨一两点钟起床，到农民田头批菜。乡下人起得

早，四五点钟就要到菜市摆摊卖菜。开始每天只能卖几十

斤，后来可以卖到一二百斤，每斤只赚几毛钱。如果人家买

的少，再配个塑料袋，基本不挣钱。就这样起五更睡半夜地

卖了三十多年菜，直到孩子在广州做生意挣了钱，不让父亲

再这么辛苦卖菜了……其实，那孩子也是做小本生意，给父

亲建一座小楼，也就囊空如洗了。

趁着家里的女人们做菜，陈老爹带着我们去村里转

转。先是七拐八弯地走到一个两进小院，前一进只有一间

房，墙上柜子里供奉着七八个祖先的排位，一对夫妻正在摆

祭品点香烛跪拜如仪。后一进院子有住家，住家旁边的一

间房子里也有长条供桌祖先排位。陈老爹对我们说，这是

陈家近亲的小祠堂。又走了一会，见到一间略显规模，房檐

门楼都有点装潢的房子，陈老爹说，这就是陈姓一支的祠堂

了。继续前行，绕了大半个村子，见到一个小型寺庙般的建

筑，陈老爹告诉我们，算是陈姓的家族祠堂。

最后，陈老爹领着我们穿街绕巷走得筋疲力尽之际，来到豁

然开朗的村子中心，有古木环绕的广场、有碧波滟涟的池塘、有

横联高悬的村府、有书声琅琅的学校……这一切都拱卫着一座

高阶伟门的大屋，门内通天接地的一堵实木影壁，绕壁而进，青

石天井。跨过天井，坐北向南的大堂，四柱四门大敞大开，屋里

香烟缭绕肃穆庄严，后壁自下而上层层叠叠地供奉着列祖列宗

世世代代的灵牌……陈老爹说，这是全村人的祠堂。

至此，朝胜似有顿悟。从小陈赚钱回家建楼，到老蔡圆

梦回国生活；从区区小村宗祠林立，到叶落归根归宗认祖；

从漂洋过海求生求学，到他山之石攻故土之玉；从千难万险

闯荡世界；到九九归一心系神州……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

而不灭不散，世界华人星散五大洲而不离不弃。

那些有钱人想走就让他们走吧，该来的一定还会来。

十三亿人的中国，一定有十三亿精彩的天空。广东省这几

年开展创新团队的引进工作，不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跻身

其中；广州连续十五年举办留学人员交流会，已经为国内引

进成千上万学业有成的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内大显身手。

稍稍回首，共和国第一代的科学家，几乎全是从国外归

来，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费尽千辛万苦

扑向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用自己的生命和铁骨支撑起共和

国科学技术的一片天空！

靠得就是这一脉相传！

6 月 27 日，青岛新昌盛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项目一车间主体工程完工。该公司 4

月 27 日签约，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建成，得

益于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立即安排专

人进驻企业，实行“保姆式”服务。

莱西院上镇的青岛安隆新能源科技项

目因资金周转问题，无力承担雷击风险评

估费用，影响了项目的正常推进，院上镇现

场办公与相关部门对接，积极争取有关部

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目前，项目 1—6号

车间主体已完工，并进行设备定制。

青岛莱西市“进现场、解难题、促开

工”“双月奋战”，引导高新技术产业步入

快车道，是莱西以高新技术产业领航经济

转型的成功实践。

“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天空‘飞’的……高

新技术项目已经在莱西渐成产业，并带来实

惠。”莱西市科技局局长孙承浩说。

“一个零部件要按克计算，一克的价格

甚至高过黄金。”位于莱西市姜山镇的华翔

航空科技公司总经理赵爱军说。据介绍，华

翔航空以生产航空发动机零部件、飞机结构

件、涡轮机叶片零件为主，专为波音、劳斯莱

斯、空客等国际航空巨头的商用飞机配套，

成为世界第四个、国内首个为这些国际商用

飞机生产配件的公司，整个项目达产后，年

销售收入可达2亿元，利税2500万元。

高科技航空制造业破题，橡胶、汽车、

船舶制造业也如虎添翼。青岛伊科思橡

胶新材料总投资达 24 亿元，生产的有“合

成天然橡胶”之称的异戊橡胶,成功解决天

然橡胶短缺问题，项目全部完工后，合成

橡胶年生产能力 20 万吨，利税 7 亿元。投

资 10 亿元的第派新材料公司生产的反式

异戊橡胶，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天然橡胶

中，制造汽车轮胎，可大大增强轮胎的弹

性和耐磨性，延长轮胎使用寿命 50%以

上，达产后可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元以上，

利税 2 亿元。投资总额 5000 万美元的青

岛韩亚重工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法兰件铸

造、环形件、管件、汽车配件、船舶配件、工

程构件等，全部投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5亿，实现利税 3800万元。据统计，莱西

汽车、船舶配件等先进制造业已达 40 多

家，成为莱西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在莱西，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带动

形成了“五大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和“七大高新技术产业”。孙承浩介绍，

它们分别是依托青岛伊科思新材料、第

派新材料，构建高性能合成橡胶产业技

术 创 新 战 略 联 盟 ；依 托 福 瑞 斯 生 物 能

源、明星新燃能，构建新能源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依托瀚生生物、奥迪斯

生物、凯源祥化工，构建环境友好型农

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依托泰能石

墨、西特碳素，构建碳材料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依托华翔航空、阿菲尼亚、

韩亚重工等，构建航空、汽车、船舶等先

进制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七大

高新技术产业”即农产品加工、环境友

好型农药、碳材料、新能源、合成橡胶生

产、环保与循环经济、先进制造业，使莱

西高新技术产业上规模、成气候，拉长

产业链条，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实现经

济转型升级。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形成，让莱西的招商引资更加有

的放矢，在今年莱西市春季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上，项目涉及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等多个领

域，先进制造业项目成了此次项目签约的

一大特色，共有 9个项目，投资总额超过 30

亿元。其中落户于姜山工业园由烟台苏富

船舶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船舶及零部件制

造项目，投资总额 5.8 亿元，项目达产后年

可实现销售收入6.5亿元，利税1.1亿元。

为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莱西市对

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的服务更加贴心，开辟

了高新技术项目绿色通道，实行了全程代

办、登门办理、陪同办理、预约登记办理和

联审联办、容缺受理机制，加快了项目开

工建设速度。今年已组织发改、城建等 8

个部门为青岛奥司登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等 16个项目进行联合选址，办理时限由原

来的 20多天压缩为 1个工作日。

多部门联合“保姆式”服务 海陆空高新项目挺起“增长极”

青岛莱西：高新技术产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 本报通讯员 李焕青 姜 宇 赵英峰 本报记者 王建高

“看他长得多快啊，不到半年功夫就有

80公分了。”5月25日，在新疆昌吉州吉木萨

尔县北部荒漠区实验基地，援疆教授麻浩慈

爱的眼神轻抚过住在“小房子”里的梭梭。

梭梭耐旱、耐高温、耐盐碱，耐风蚀，

是我国荒漠区固沙造林的良好树种，素有

“沙漠卫士”之称。麻浩教授有一个新疆

梦，就是推动“无灌溉管件防护梭梭荒漠

造林新技术”大面积推广，促进新疆乃至

全国荒漠生态恢复和重建。

新疆梦 梭梭情

从 2000 年国家制定西部大开发政策

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援疆干部来到新疆，

建设新疆，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麻浩，自 2003年委

派到新疆农业大学援疆支教，便对新疆产生

了无法割舍的感情，与固沙植物梭梭解下了

不解之缘。2013年2月，麻浩再次主动要求

来到新疆，开始他第三个三年援疆行。

土地荒漠化、沙化严重一直制约着新

疆生态建设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没有

水，植物活不了！通过仔细观察和大量的

实验，在认真研究、反复琢磨下，麻浩发现

单纯地将固沙植物成活率低的原因归咎

于缺水是不科学的，同时他也将研究目标

瞄准了梭梭。

“以前人们都认为大风掩埋、动物咬食、

地表干旱等是制约梭梭幼苗生存的因素，实

际上地表温度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麻浩

说，荒漠地区的春夏地表层受阳光和气温的

影响极易出现50℃以上的高温，甚至出现高

达80℃以上的极端地表高温。“这种情况下，

幼苗很容易被灼伤甚至烫死。”

为了采集资料，2003年开始，他就带着

学生，深入新疆的戈壁沙漠腹地，实地考

察、研究摸索。经过多次的研究和实践，

2011年，项目组初步确定了影响固沙植物

成活率的几大关键因素：干旱、地表高温的

灼烫、风沙侵蚀、动物的咬噬，并发明了“无

灌溉管件防护梭梭荒漠造林新技术”。

几个馕几瓶水 一呆就是一整天

“麻老师对工作敬业、十分敬业、非常敬

业，令人敬佩。”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育

种系教授王芳连用三个“敬业”概括了麻

浩。在同事和学生眼里，麻浩是个工作狂。

“在采集梭梭实地资料时，麻老师经常

是带着几个馕，几瓶水就进入沙漠腹地，一

待就是一天。”博士生任财说，麻老师的敬

业态度让他深受影响。沙漠里太热了，二

十几岁的小伙子有时都招架不住，可麻老

师都50多岁了，从没听他叫苦叫累过。

在新疆农业大学农学院支教、挂职期

间，为了上好研究生的课程，提升教学质

量，麻浩教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备课

和制作多媒体课件，率先在全校开展了

《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课程的多

媒体教学。通过与研究生和本科生开座

谈会、主讲专题等方式，丰富学生知识面，

开阔学生视野。

“前一天接到通知要去沙漠，我就一

直想麻老师是什么样的人。第二天早上

我一上车，还没来得及叫他，他就微笑地

说‘欢迎你打入我们团队’，让我特别温

暖。”新疆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学生游朝说，跟麻老师到吉木萨尔

县种植梭梭，所有的事情他都身体力行，

直到把事情做完才肯休息。

以项目促合作、促提升

近十年的辛勤耕耘，麻浩发明了“无

灌溉管件防护梭梭荒漠造林新技术”，将

直径 11 厘米、长度 40 厘米的 PVC 管竖立

埋入沙中，将梭梭幼苗栽植在管中央，可

避免幼苗因沙漠温度过高被烫死，且管

内沙子可保持湿度和温度，保证幼苗生

长需要，使用期 5 年以上。该技术有效控

制地表层温度，降低贴地风沙、老鼠对梭

梭幼苗的伤害，不需要灌溉，可以直播也

可以移栽。

“用了这个技术，梭梭成活率从以前

的 30%提高到了 80%以上。”吉木萨尔县

林业局副局长季强评价。目前，该技术

在吉木萨尔县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216 国

道边及甘肃，内蒙古等地推广示范 3000

亩，梭梭幼苗移栽成活率达 85%以上，提

高梭梭年生长量 20%以上，每亩成本 100

元左右。麻浩教授表示，他们已研究出

用荒漠沙子做成管件来取代 PVC 管的

技术，取材方便，待梭梭幼苗长成后，管

件会自动沙化，与沙漠融为一体。既省

去了摘除 PVC 管件的环节，又降低一半

成本。

面对农学院在科研方面存在的不足，麻

浩教授提出了“以项目促合作、促提升”的理

念，通过与南京农业大学在科研方面的合

作，整合双方的优势，主撰了多份项目申请

报告，同时积极联系内地高校和科研院所，

广泛征集“全国科技支疆行动”合作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7月23日，由麻浩教

授主持的、由南京农业大学和新疆农业大学

共同完成的“提高梭梭属植物应对地表层高

温胁迫的技术体系研究”项目通过了教育部

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申请国际国内发明专

利9项，已获授权2项。

援疆教授麻浩的梭梭情
□ 本报通讯员 赵晓露 马志强 本报记者 朱 彤

科技日报讯（记者宦建新）6月底浙江

省举办首届科技金融论坛，会上，浙江省科

技厅厅长周国辉提出加大对科技型企业金

融支持的五项举措。

“金融是企业的血液，科技是企业的翅

膀。”周国辉表示，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众多，民间资本活跃，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强，具有开展科技金融结合的良好基础和

发展空间。为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

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浙江省科技厅

将实施五项举措：一是支持科技企业通过

资本市场融资。发挥资本市场激励企业技

术创新制度红利，积极支持科技企业在“新

三板”挂牌，支持企业采取定向增发、优先

股、私募债、股权质押等方式进行融资，为

科技成果和人才提供市场化的定价、评估

机制，破解科技企业因轻资产而造成融资

难的核心问题。二是促进风险投资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浙江省将积极做好国家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争取和实施工作，同

时研究推动风险投资参与网上技术市场交

易和投资。三是引导信贷支持科技型企

业。信贷资金是科技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

道，要继续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专营

机构建设，创新信贷和担保产品，支持高新

区设立科技支行或科技小额贷款公司，推

动政策性担保公司做强做大，扩大专利权

质押融资规模。四是利用保险促进科技成

果走向市场。专利执行险、首台套保险等

科技保险产品可以帮助企业防范研发和产

业化过程中的风险，浙江省部分地区已制定

了科技保险财政补助办法。浙江保监局也

在积极推进科技保险工作。五是加强技术

经纪人队伍建设。借鉴上海、天津等地经

验，在市县科技局、高新区、科技企业孵化

器、银行、创投、担保公司等建立一批懂技

术、企业管理、金融产品的优秀技术经纪人

队伍，促进科技政策、金融资金和科技企业

的对接。

浙江:五举措拟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悍德）“我们公司

从起步到现在成为从事青藏高原植物资源研

发、生产、销售的龙头企业，每一步都和科技

支持分不开，”青海康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孙允武介绍，公司已取得18项科技

成果，其中13项国内领先。近年来，青海省利

用科技优惠政策、科技支撑工程、科技融资等

措施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的

发展，一批中小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得到推进。

据介绍，去年青海省高新技术产业工业

总产值占全省 GDP比重 9.2%，科技型企业

工业总产值占全省GDP比重6.2%。为支持

企业走科技创新发展之路，2008年底，青海

省启动实施了“123”科技支撑工程，至去年

底，共实施220项，累计完成科技投入43.2亿

元，带动投入622.2亿元，组建了67家国家级

和省级技术创新平台，3家孵化器入孵企业

达到271家，已毕业企业51家。为推动科技

与资本结合，青海省科技部门加强与银行、

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去年科技贷款合作平

台共为科技型企业放贷 59.9亿元。另一方

面为其量身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成立引

导基金等，扶持有发展潜力、有产品、有市场

的科技型企业，已筛选成长性较好的16家高

新技术企业进行重点辅导。落实加计扣除

政策，近三年青海省落实加计扣除的项目数

年均增长73.2%，鉴定费用年均增长70.4%，

2010 年以来加计扣除鉴定金额近 5 亿元。

同时，积极支持高新区发展，组建11家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家企业技术中心，拥有

各类专利270项，去年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均超过了30%。

在一系列措施支持下，2012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5.0%，同期

高新技术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153.4%；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下降26.5%，

高新技术产业净利润增长了371.96%。高新

技术产业引领了技术市场发展，节能环保、

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

技术产业技术交易快速发展，成交技术合同

431项，成交额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项数

和总金额的66.82%和92.59%。

青海：科技“抓手”推进高企发展

科技日报讯（吕魁奇 王卓 记者李丽
云）“这些番茄新品种种子价格仅为国外进

口价格的 1/10，”李景富告诉记者，目前黑

龙江番茄品种种子大多从荷兰、美国、以色

列等国家进口，每公斤价格达 8 万元—10

万元，每粒种子价格高达0.6元。东北农业

大学番茄研究所育成12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优质番茄新品种日前通过鉴定。该系

列品种可替代国外进口品种，实现品种国

产化，并将于今夏加入“北菜南运”行列。

“目前外销出口和‘北菜南运’的番

茄品种种子，大多从美国、荷兰进口，价

格昂贵堪比黄金。”项目负责人李景富

说。在“十一五”国家支撑计划、“863”计

划、黑龙江省重点攻关和哈尔滨市攻关

等项目支持下，东北农业大学李景富科

研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关，育成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多抗、抗逆、耐贮运、高产

系列专用番茄新品种东农 712—723 等优

良品种，并通过了国家蔬菜品种鉴定委

员会鉴定和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登记。李景富团队培育成功的

“超级番茄种子”每粒价格只有 6 分钱。

仅此一项，每亩菜园就可为菜农节省种

子费上千元。该系列番茄新品种综合性

状均达到美国、荷兰等国家同类品种和

国家先进水平，提升了我国番茄品种核

心竞争力，可替代国外进口品种，实现番

茄品种国产化。

该系列新品种满足了不同栽培用途、

不同熟期、不同栽培方式的需求：715 和

722号耐贮、耐运、果实硬度大、不裂果、果

实光滑圆整，适合北菜南运和出口；708和

712 号等品种口感风味更好，适合鲜食；

717 和 720 号等可成串采收，果实美观颜

色艳丽，可以替代西班牙黄罗曼、红罗曼。

新品种同时解决了我国黑龙江高寒地

区冬季不能生产番茄的难题。据介绍，北

方番茄种植周期是 6 月—10 月，配套栽培

技术集成创新及运作模式创新相结合，将

哈尔滨设施番茄生产春提早、秋延后 1 个

月，抓住 7、8月份南方地区的蔬菜淡季，供

应南方市场。

哈尔滨市科技局副局长李志杰表示，

预计 3 年内，在哈尔滨推广这些新品种番

茄 5 万亩，并辐射山东、辽宁、吉林、河北、

天津、河南等全国 15 个省市，累积推广面

积将达 30万亩。

东北农大育成替代进口的番茄新品种

7月 3日，为期3天的2013中国国际清洁能源博览会在京开幕。博览会以“助力中
国清洁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重点展示新能源发电与电网接入技术及设备、太阳
能光伏、太阳能热利用、风能、生物质能以及分布式能源等方面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图
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安置风光互补离网系统展品。 新华社发（赵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