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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内蒙古广

播电视台主办的大型财

智公益活动“创业内蒙

古”正式启动，本次活动

特别邀请永业集团董事

长吴子申作为创业导师公益扶持大学生创业，5月 27、28

两日，吴子申走进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与青年学

生们进行创业对话。

在演讲中，吴子申希望年轻的同学们珍视“知识、年

轻、信用”这三样青年人最宝贵的资源，选择自己的事业，

坚定人生信仰，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激励青年人要不断

学习，扩大知识范畴，大胆创新，勇于尝试，因为“创业可

能不适合所有人，而尝试适合所有人”。面对学生们对创

业方向、创新内容的疑惑，吴子申引导同学们从细节入

手，充分理解成功企业的商业模式，注重商业模式每个环

节的改进，这种细微改进也是创新。同时，吴子申建议，

对于青年学生创业，选择加盟成熟的商业企业，在成熟的

平台中历练积累经验是可行的方向。 （王婷婷）

吴 子

申：应邀担

任 创 业 导

师

6 月 3 日消息，有消

息称资讯 APP“今日头

条”开发商北京字节跳

动科技已经完成了 1 亿

美元 C 轮融资，CEO 张

一鸣对某网站确认了该消息。

据了解本轮的领投方为红杉资本，金额为 1 亿美

元。今日头条产品于 2012 年 7 月上线，此前曾获得 DST

领投的数千万美元 B轮融资。

目前该公司已推出今日头条、内涵段子、搞笑囧图、

内涵漫画和小多了会怀孕等款 APP，其中除了今日头条

和内涵段子外均已停止更新。

截至 5 月底，今日头条已经拥有超过 1.2 亿激活用

户，4000万月度活跃用户。 （网易科技）

张 一

鸣：已完成

1 亿美元 C

轮融资

在日前于京举办的

“第六届中国云计算”大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电子学会云计算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梅

宏对表示，目前云计算已经基本呈现三种大家公认的形

态，即 IaaS（基础架构即服务）、PaaS（平台即服务）和 SaaS

（软件即服务，即软件运营服务模式）。

“云计算真正掀起热潮，应该是从美国亚马逊公司发

布 AWS 服务（公有云服务）开始起步，到 2007 年苹果公

司发布第一款 iPhone，这过去的 8年，云计算的发展应该

可以用风起云涌来概括。”梅宏认为，“风起云涌”的“风”，

应该是大量智能手机的出现并被用户广泛使用，目前在

云计算方面已经形成了千亿级市场，“尤其是 iPhone 的

出现，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目前学界公认，云计算开始受到重视并被公众熟知，

是从 2006年开始，因为亚马逊的 EC2（弹性云计算）和 S3

（简单存储服务）的发布开启了新篇章，计算资源就像水

和电一样，能够为用户提供按需使用。 （人民网）

梅宏：

云 计 算 呈

“ 三 分 天

下”态势

既是出租车司机，又是 1000 万人口的出行顾

问——王国顺，一个双重身份的奇人。

他已经 7 年不曾黑夜入睡了。每一天，利用凌

晨宁静的几个小时，他一个人维护着独自创办的

“搜索郑州网”，义务为来自各方的出行者提供吃喝

玩住行指南。

他的梦想是，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城市的每一

寸土地，当人们满怀希望向他求助时，他可以自信

地回答：你想问的路，我都知道。

午夜，王国顺结束当天的出租车运营，长达八九

个小时的驾驶令他一身疲倦，但一跨进家门就直奔

电脑，先按了开机键，再去厨房热妻子留好的饭菜。

“早高峰从农业路南阳路到经三路纬五路最省

时间的路线是什么？”

“好吃的火锅店藏在哪？”

“逛街途中去哪找厕所？”

“某个新修的立交桥通车没？”

……

“搜索郑州网”留言区，大大小小的求助问题已

经在等着他了。他匆匆扒拉一大口饭，一边嚼一边

用他的“二指禅”敲打解决方案了。

网站 2007年上线以来，王国顺都是这样开启崭

新的一天。回复网友疑难，更新网站上的各种地

图，记录当天行车中发现的道路变化，或者向主管

部门提出现存的交通障碍。直到早上 7 点，起床做

饭的妻子一遍遍催促，他才离开电脑去睡觉。

作为从业 20年的资深出租车司机，他利用自己

熟悉城市路况和设施分布的独特优势，成为这个城

市贴心的“出行保姆”。

如今，网站已经有 398 万次浏览量，50 岁的王

国顺也成了郑州名人。

没有华丽的高清美图，没有精巧的页面结构，

甚至没有一个够炫的名字——王国顺戏称自己的

网站为“丑女”。

“问路不用非得问美女，你问丑女、问老头儿，

只要找到路就达到目的了。”他言辞中有着敝帚自

珍的得意。

标出单行道和能否左转的交通地图，酒吧、公

厕、加油站甚至电子眼分布图，以及各种分门别类

的机构位置查询，以最简单的几何形式在网页上规

规整整排开。乍看不起眼，对一个技术“菜鸟”而言

已经是奇迹了。

“他初中没毕业，26个字母都认不清楚。他说办

网站，我也就听听，根本没当回事儿。”看着访问量一

直蹿升的网站，妻子程占美到现在还觉得不可思议。

王国顺是土生土长的郑州人，1994年开上出租

车以后，他猛然发现对自己的城市了解太少。“很多

犄角旮旯的小路根本没听过，乘客光说地名很难

找。”一开始他只是抱怨，迫切希望买一本字典类的

详细索引，后来遍寻未果。

2000 年，王国顺买了台电脑，本来只想玩个新

鲜，后来忽然灵机一动：“我成天在街上转，比一般

人对路熟，为啥不自己写本书？”

他开始留心观察一些地名、路线，凑着乘客下

车的空当记在纸上，回家再录入电脑。几年时间，

他一点一点把积累下的上万条道路信息变成了电

子版。

当他终于摸清了郑州的道路和各种机构分布，

却突然意识到出书的路行不通：“城市发展太快，路

天天变，书很快会被淘汰。”

怎么及时更新呢？办网站。

对于原来连打字都不会的王国顺来说，这无疑

是空前的挑战。就靠业余时间泡论坛、读教材，他

硬是学会做简单的网页了。

一个细节充分说明了他的艰难和韧劲：他不

懂英语，只好把所用软件 Fireworks 用汉字标注出

读音——“福尔卧克思”。

正为如何才能把资料放上网发愁时，王国顺拉

了两名特殊的乘客。“他俩一直说‘服务器’‘空间’

啥的，我很好奇，也不敢插嘴，后来一个乘客提前下

车了，我赶紧问。”乘客一听出租车司机要办网站，

顿时来了兴趣，专门指派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义务

揽下王国顺的活儿。

2007 年 11 月，“搜索郑州网”上线。后来，王国

顺把部分内容出版成册，题名《车轮上的郑州》，风

靡一时。 （新华社）

王国顺：车轮上的郑州

改革开放初期，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份材料再

次触动了李登海：国外的玉米试验站和种子公司是

搞产业化的，即科研、生产、推广、销售一体化，而我

国则是农业科研院校搞科研，良种场搞良种繁育，

推广部门搞推广，种子公司搞大田繁殖种和销售，

各行其是，影响科研成果的转化。

“为什么不能改革呢？我可以按照种子产业化

的模式成立一个民营单位，不向国家伸手，不向集

体要钱，自负盈亏搞科研，以科研养科研，为农业科

技事业的发展创出一条新路子来。”李登海想。

说干就干。1985年，李登海自筹 2万元资金，招

聘了10多名农技人员，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营科研试

验站。后来，他创办了国内首家育繁推一体化的民营

种子企业——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并在2005

年成功上市。如今，登海种业在全国有33个研发育种

基地，11个总投资7亿多元的种子生产基地及加工厂。

李登海先后育出了具有高配合力的30多个紧凑

型玉米骨干自交系。“八五”和“九五”期间，紧凑型玉米

杂交种年最大推广面积占全国统计玉米种植面积的

43.5％，占山东省玉米种植面积的82％。全国累计推

广达10多亿亩，为国家创造社会效益1000多亿元。

回望与玉米为伴的前半生，让李登海感到欣慰。

今天，李登海又有了新的梦想：“后半生，我要选育更

好的超级玉米新品种，再为国家增加效益1000亿元。”

再为国家增加效益1000亿元

“要想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准能富。”在江苏省

茅山革命老区，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

赵亚夫，这个名字赢得千百万农民的尊敬与爱戴。

他信守“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

实现农民富”的诺言，让千万亩土地生金长银，使千

万户农民脱贫致富，被誉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当

代活雷锋”。镇江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江农科

所原所长、党委书记赵亚夫研究员，他的事迹已走进

千家万户根植于农民心中。

“为农民服务，让农民致富”

赵亚夫 1941 年出生于常州，1958 年考入宜兴农

学院，1961 年参加工作后，他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让

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

从粮食到园艺，从研究到推广，从科研到科普，

从科技到经济，从生产到营销。每一项科研，每一个

创新，他都想着如何“为农民服务，让农民致富”。

1982 年，赵亚夫在日本学习时第一次见到了草

莓。他敏锐地感到，草莓在中国一定能成为致富项

目。回国时，他没有像别人一样带日本电器，而是打

包了 13箱农业书籍和 20棵草莓苗。

赵亚夫把草莓苗带到镇江市句容白兔镇解塘

村，给农民示范种植。农民怕失败，他就承诺：收成

不好由他赔偿。草莓试种成功了，亩产 500 多公斤，

效益 600 多元，超出了当时常规农作物的 2 倍多。如

今当地草莓种植已达 2 万多亩，亩均收入 2 万多元，

广大农民因此致富。

白兔镇的王巧娣 40 岁下岗后，赵亚夫鼓励她利

用山坡地形和土壤特性种植水蜜桃。从种树、施肥、

修枝、疏花，到收果，保管，上市，赵亚夫不厌其烦地

指导。如今年收入 30万元的王巧娣带动着大批妇女

种桃致富。“不种好桃子，对不起赵所长！”王巧娣说。

几十年来，赵亚夫的农业科技项目到哪儿，富裕

就到哪儿。草莓、葡萄、无花果、有机米……赵亚夫

推广一个成功一个，而且总是“拨亮几盏灯，照亮一

大片”。就这样，赵亚夫和他的同事们将近百项农业

科研成果教给了农民。

“我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几十年间，赵亚夫每年至少有 200多天“泡”在农

民的田地里，他说：“我要为农民服务一辈子。”

“赵亚夫就是这样，农民需要什么，他就学什么、传

什么、干什么”。白兔镇农民王柏生告诉记者，为了更好

地帮助农民，赵亚夫自己印制名片发到农民手中，提供

24小时“热线服务”，农民搞不懂的事都去问他。

在赵亚夫的妻子黄宝华看来，自己爱上的是一

个不顾家的人。大儿子小时候无人照看，两次差点

溺水而亡。后怕之余，黄宝华要赵亚夫调离农科岗

位，不要只忙着下乡，而赵亚夫却劝妻子从市区调到

乡下。每逢刮风下雨，别人都尽量往家跑，赵亚夫恰

恰相反，越是恶劣天气，越往农村跑。

2002 年，赵亚夫退休了。但他却退而不休，主动

来到了当时镇江茅山老区最穷的戴庄义务服务。他

跑遍了戴庄村 1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土壤进行科

学化验，规划生态科技示范园，引进日本越光稻，推

行综合型社区合作社新模式，实现了村民由一家一

户零散生产经营向规模集约转变。

如今，戴庄村的有机大米卖到 8 元一斤，草鸡蛋

卖到 2 元一个，有机水果的价格也翻了几番，农民人

均年收入超过 1.66 万元，当地最贫穷的村庄富裕了，

生态改善了，基层组织加强了。

戴庄的经验被推广到丹阳市的杏虎村、丹徒区

的五塘村等地，都取得很好的成果。江苏省委研究

室认为，“戴庄经验”是一种让农民永远过上幸福生

活的发展方式。

汶川地震后，年届七旬的赵亚夫先后18次飞往绵

竹，忍着腰椎间盘突出的病痛，亲自规划选址，优选品

种，指导服务，培训农民200多人，增加效益3亿元。

如今，每年都有绵竹“老乡”自发地来看望他并

向他请教。

“让我离农民近一点”

赵亚夫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农村，情系农业，服

务农民。他淡泊名利，勤廉奉献，提出的唯一要求就

是“让我离农民近一点”。

1993 年，赵亚夫被选为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他提出不驻会的要求，因为他要经常到农村去帮

助农民。1999 年，因为舍不得离开农民、离开农村，

他婉拒了江苏省农科院院长的职务。

赵亚夫帮助百万农民脱贫致富，却从没收过农

民一分钱，而他推广项目，还经常是自掏腰包。有人

说，赵亚夫是农业财富的创造者，凭他的技术、项目

和管理“入股”，就可以轻松赚大钱，但是直到现在，

他没有接受一家企业聘用。

赵亚夫不仅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

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而且每年自己还要拿出不少

钱给农民送礼，10多年来，他坚持每年大年初一到农村

去给农民拜年。戴庄农民杜忠志告诉记者，“赵主任这

10年中就吃了我一个桃，还是做检测用的。”

在从事农业的 50 多年间，赵亚夫把论文和成果

写在了大地上。有人粗略地计算过他下乡走过的

路，可绕地球好几圈。他把百位农民培养成技术能

人、致富能手，他手把手教过上千家农户，为农民授

课 30万人次，编写技术含量高、农民看得懂、听得明、

学得会的实用农业读物超百万字。

年届古稀的赵亚夫不久前写下这样的几句话：

“50多年来，江苏丘陵山区的风霜，染白了我的双鬓，

但不变的是我为农民服务的心。一位劳模说过，要

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再添一句，就是为农民服

务到老。” （新华社）

赵亚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文·孙 彬

他是农民育种家，40余载坚持不懈开展玉米高

产攻关，一次次刷新世界和全国夏玉米高产纪录；

他是民族种业产业化的先行者，自力更生创办国内

首家育繁推一体化民营种子企业。他就是中国紧

凑型杂交玉米育成者李登海。“中国种业十大功勋

人物”推评活动近日在京揭晓，李登海入选“中国种

业十大功勋人物”。

李登海：民族种业产业化的先行者

李登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儿时忍饥挨饿的

经历让他对土地充满了期许：生产更多粮食让人

们吃饱饭。1972 年初春，担任农技队长的李登海

从一份报告中得知：美国玉米最高亩产纪录已达

到 1250 公斤。而当时，中国玉米亩产只有 100 至

150 公斤，仅相当于美国的 1/10。这，深深地触动

了李登海。

面向大海，李登海立下誓言：一定要开创中国玉

米的高产道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从此，李登海便

踏上了探寻中国玉米高产之路。在开展玉米高产攻

关之初，李登海团队“一穷二白”：没肥料，他们拾畜

粪、积绿肥；缺良种，他们通过品种对比试验，选择当

时表现最好的玉米种。李登海边试验边总结出“六

个一致”的种植经验：种子大小一致，播种深浅一致，

施肥多少一致，种肥距离一致，墒情优劣一致，管理

措施一致。

李登海选用“烟三 10号”培创玉米高产田，获得

丰收，玉米亩产达到 1024 斤，在国内首次超过千

斤。这让他看到了玉米高产的潜力，也使他认识

到，靠传统农家种创高产没门，要开创中国玉米高

产之路，必须选育出高产的玉米杂交种。

历时 8 年，李登海选用了 100 多个平展型玉米

杂交种，累计在 140 多块 1 亩以上的高产攻关田进

行试验。通过艰辛探索，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夏玉米

高产的育种方向。在 1979 年培育出了“掖单 2 号”

紧凑型玉米杂交种，创造了我国夏玉米亩产 776.9

公斤的新纪录。

“美国农民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李登海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玉米高产攻关道路上勇

往直前。

“美国农民能办到的，我们也能办到”

在北方，玉米一年只能种一季，在海南一年则

可种三季。为加快育种速度，1978 年隆冬，李登海

带领几个同伴，背着咸萝卜丝和猪油来到海南省陵

水县的一个小村庄。没有住处，上山砍树枝搭窝

棚；没有床，铺稻草；没有电灯，点油灯；三块石头支

起一口铁锅，煮咸萝卜丝面疙瘩吃。

“一想到培育的玉米种子能让全国人民都吃饱

饭吃好饭，再苦再累也值得。”李登海在一个又一个

困难面前，始终斗志昂扬。

为了防止水牛跑进地里糟蹋玉米苗，他就上山

砍来树枝圈起篱笆墙做围栏；在玉米地里进行人工

授粉，全身时常被玉米叶子划得血迹斑斑；夜里常常

就在育种材料边的垄沟里、田埂上休息，怕蚊子叮，

头上套一条麻袋；怕毒蛇咬，脚上也套一条麻袋……

辛勤汗水育出希望的种子。李登海开创出了

从 700 公斤到 1400 公斤的夏玉米高产纪录和率先

选育出了从 700 公斤到 1500 公斤我国最高产的紧

凑型高产玉米杂交种。

怕蚊子叮，头上套一条麻袋；怕毒蛇咬，脚上也套一条麻袋
育种用的种子是李登海的心尖子，谁要是给他

动了、毁了，那当然是伤透了他的心。有一年在海

南搞加代育种，种到地里的种子破土了，李登海一

天看好几会。有一次到陵水县城买东西，傍晚才回

基地，急忙赶到育种地去看他的宝贝。这一看不要

紧，黎族老乡的两头水牛把地里的玉米苗啃食、踩

踏得一片狼藉！李登海脑袋“嗡”的一声，两眼一

黑，一屁股坐到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划破了荔枝

沟黄昏的宁静。从此后，李登海落下个病根，一听

见牛叫就头疼欲裂。

李登海爱唱歌，尤其是喝了点酒的时候。不

过李登海经常唱的大多是些老歌，比如《我们走

在 大 路 上》什 么 的 ，现 在 的 年 青 人 几 乎 没 人 会

唱。兴致高的时候，李登海最爱唱《三百六十五

里路》，边唱边自己挥手打着拍子，满怀深情，“为

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饮尽那份孤独；三百六

十五里路啊，从故乡到异乡，三百六十五里路啊，

从少年到白头”！每当唱到此处，李登海都情不

自禁双眼噙满泪水，他说，这首歌就像是专门为

我写的。

——延伸阅读——
听见牛叫就头疼

李登海，山东莱州人，国家玉米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山东登

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被称为

“中国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李登海

培育的玉米种子已累计在全国 10 亿亩

土地上推广，直接增加经济效益 1000

亿元。在国内，李登海与“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齐名，被种业界誉为“南袁

北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