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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认为，电商最难的是‘最后一里

路’，但对两岸跨境电商贸易而言，最难却是‘第

一里路’。”来自台湾的跨境供应链服务平台“第

一里路”执行总监林柏年对记者说。

今年 40岁的林柏年曾在台湾卫生部门服务

多年。任职期间，他发现台湾有很多制造优良产

品的厂商，却不知如何开拓大陆市场，由此萌生

了创业的想法。两年前，他辞职与朋友一起到大

陆创建构设“第一里路”，希望让台湾的厂商通过

这个平台，将产品卖给大陆的采购商。

“一开始我们只想把台湾产品引进大陆，公

司成立后，才发现两岸企业对跨境进出口的需求

都很大。”林柏年告诉记者，大陆的采购商想要拿

到台湾产品，同样面临去哪儿找货源的问题。

于是，他改变了单纯贩卖台湾产品的初衷，

转而为两岸所有想做跨境电商的企业服务，即充

当“B2B”中的“2”——为双方提供仓储，促成双

方见面商谈，最终达成合作。

在林柏年的设想中，“第一里路”的操作应

该简单明了，小孩子都会，最终目的是为双方

省去不必要的繁琐环节。他举例说，像跨境产

品进入大陆都是需要备案的，如何备案、在哪

里备案等都是问题，但只要在他们平台上合

作，后续事宜都由他们的后端处理，企业不再

需要操心。“这样，品牌商只负责专心做东西，

采购商只专心卖东西，我们则提供最优化的规

划服务。”

为降低成本、保证质量，“第一里路”只和原

厂或一级代理商合作。“因为直接和原厂合作，在

保证正品的同时拿到的价格也相对低，这些也成

为我们的竞争优势。”林柏年说。

上线至今，与平台合作的台湾厂商已有 10

多家，销售着许多台湾商品。对于企业的“爆发

式成长”，林柏年很高兴。他说，这是因为赶上大

陆鼓励、支持创业的好时机，“被市场推着走”。

作为厦门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最早入驻

的台湾企业，“第一里路”从基地获益良多。

“在这里租用办公室第一年是免费的，台湾

员工租房每个月还补贴 1000 元（人民币），此外

还能享受到许多国家、自贸区、地方叠加的优惠

政策。”林柏年说，对于“创客”来说，第一年往往

是最艰难的，在不怎么获利的时候能尽可能地节

省支出很重要。

“亲自到大陆创业才体会到两岸市场与经营

思维的差异。在台湾，大家强调的是按部就班，

有多少资源就做多少事；但在大陆就不一样，你

想做到什么规模或程度，只要有可行到位的商业

模式，并且被投资人认同，资金或资源就会靠拢

过来。”他说，现在这样的经营模式是他们当初没

有想到的，是两岸理念冲击的成果，也得益于大

陆鼓励发展跨境电商的大好机遇。

未来，林柏年计划将“第一里路”打造成跨

境品牌孵化器，考察一批品牌质量好但知名度

欠缺的台企，包装推广后通过平台进入大陆市

场。“只要一步步来，两岸跨境电商市场前途无

量。”他说。 （新华社）

一位台湾“创客”的创业故事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春节期间，吉林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又迎回一批返乡创业者。“这次回

来就不走了，政策好，人贴心，在家乡创业更踏

实。”从大连回乡探亲的张世权说。

近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力实施外出务

工人员“回引工程”，吸引万千游子返乡创业，兴

边固防。一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热潮涌

动在金达莱的故乡。

“无论在外面多么成功、舒适，还是没有精神

上的寄托，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延边科创超

声波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洪军说。

这位电器专家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日本生活工

作。几年前思乡心切，带着自己的发明专利和原

始积累返回老家延吉市创业，现在已经成立 4家

企业，去年产值达 7000多万元。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 200多万，外出务工

人员 20 多万人，其中 15 万人在韩国，1 万多人在

日本。外出务工特别是出国务工人员规模之大、

收入之高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很有名。

然而，在外漂泊久了，总有一缕乡愁牵动游

子的心绪。

“去年春节回来，在手机微信中收到了州委、

州政府致全州外出务工人员的一封信，信里充满

了家乡对游子的牵挂和思念，我觉得是时候给家

乡做点贡献了。”珲春宏宝经贸有限公司经理代

铁说。

“几年前就开始着手吸引外出人员回流，因

为各种条件还不具备，效果不明显。”延边州委常

委、组织部长郭灵计说。近两年国内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日、韩等国也提高了外来劳动力的门槛，

外部发展空间有限。延边州紧紧抓住这个历史

机遇，全力推动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全州各县市成立了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

基层建立了返乡创业工作服务站，通过短信、微

信等方式加强与外出务工人员联系；建立返乡创

业人才库、项目库、专家库，准确掌握各类人才信

息和需求；搭建金融服务平台、商务联络平台、政

策服务平台，从创业指导到企业注册、贷款融资，

为返乡人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州里还出台九项

优惠政策，对返乡创业者在资金、土地、税收等方

面给予最大支持。

“如果不是科创公司在这儿，我可能一辈子

都不会来延吉。”最近，延边科创超声波设备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智能水槽和太阳能充电宝

等产品吸引了大批广东和江浙一带的代理商。

“过去都是我们代理南方产品，现在南方人纷纷

到延吉来做我们的代理。”科创公司董事长王洪

军十分自豪。眼下，他正雄心勃勃地计划着扩大

再生产，把延吉打造成智能家电产业基地。

张世权说，他决定不走了，在家乡投资 1000

万元建厂。现在公司已经注册完毕，下一步就要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从 2015 年全州启动返乡创业工程至今，延

边州外出务工返乡人员超过 1万人，其中有创业

意愿的 6400多人，已有 4000多人开始创业。

（据新华社）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吉林延边万千游子掀起返乡创业热潮

文·郎秋红 许 畅

一加 CEO 刘作虎日前表示今年将会加大对印度的市场投入，争

取在 2017年底实现出口印度的 90%以上手机都是印度制造。

一加在印度布局已久。2014 年 12 月，一加与印度亚马逊合作，

宣布正式进军印度进行线上销售，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加在印度的销

售超过 50万台，成为一加海外销量最大的国家。

对于如何看待印度这个新兴市场，刘作虎表示，印度将会迎来大

量功能机用户向智能手机转变的过程，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加会

重点抓住中高端手机用户。

最近印度电信管理局宣布，印度手机用户已经突破 10 亿，在各

大手机厂商虎视眈眈下，一加也在这里看到了更大的市场。刘作虎

表示，一加会加大对印度市场的投入，并计划在印度制造手机，争取

在 2017 年 12 月份实现印度销售的手机 90%以上都是印度制造；同

时，针对印度当地用户的使用习惯，正在寻找合适的定制软件产品和

投资公司。

刘作虎：
2017年印度市场90%手机本地造

美国苹果公司在拒绝执行法院命令协助解锁一部苹果手机以

后，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关系到公

共安全，苹果如果协助执法人员破解手机，将损害美国人的信息安

全，“对美国不利”。

库克说，这样的软件是“软件中的癌症”，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编

制这样的软件，将被坏人利用，让无数用户面临风险，“这将对美国不

利，并且会制造一个先例，很多美国人会感觉受到了侵犯”。

库克还说，此案不仅事关隐私，还事关公共安全。他将直接向美

国总统奥巴马陈情，并准备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库克：
为拒绝破解手机将直接向奥巴马陈情

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森日前在出席初创公司研磨全

球会议时表示，更多的资本应当涌入科技初创公司。

“宏观经济陷入危机的临界点，并不是因为独角兽公司的估值过

高，而是因为独角兽们的数量还不够多。”安德森说。独角兽公司是

指那些估值达到或超过 10 亿美元的私有公司。此类曾被认为是稀

有的企业，如今在市场中已超过了 140 家。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

获得营收，而其中的一些在上市时市值又低于曾为私有公司时的估

值，Box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曾对 Facebook、Twitter 等公司进行过投资的安德森表示，如今

每年有 50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私有公司当中。在他看来，这些

资金的数值事实上并不多。他说，“从绝对值看这的确是一笔庞大的

资金，但是就全球经济而言，这笔资金事实上非常少。”2015年，标准

普尔公司预计投入派息和股票回购的资金将超过 1万亿美元。“真正

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流向初创公司的 9500亿美元又带来了什么？”

安德森反问说。

安德森：
140家“独角兽”数量还是太少

个人档案：刘建妮，西北大学地质系教授、博导、

洪堡学者，973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首席科学

家。长期致力于早期生命演化的研究工作，目前她

在多国权威学术刊物发表了50余篇论文，研究成果

入选教育部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和国际十大生物

新属种。2013年以来，入选中组部首批“青年拔尖人

才支持计划”（万人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届“优秀青年基

金”的资助。荣获陕西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古生

物学会第二届青年古生物学奖、第五届中国侨界贡

献奖、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这门课讲得非常不错，连我这个外行都听

懂了。”这是网易公开课《西北大学公开课：化石

趣谈》下网友的留言。

在西北大学，古生物学向她打开了一扇全新

的大门，而现在，她正在为更多人打开一扇生命

演化的窗。

在她的世界里，恐龙是几亿年后才出现的

“小字辈”，一块块叶足动物化石，是读懂生命演

化的“档案”。

在“创业”和“财富”逐渐成为全社会尤其是

科研圈的背景声里，她安静地做着学问，投入地

带着学生。刘建妮就是这样一个摒弃浮躁和功

利，沉浸于古生物学世界里的人。

命运没有辜负她的努力与纯粹：她是第十一

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她的发

现曾被《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并在

国际学术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她开设的通识教育

课《化石趣谈》不但常引来学生“蹭听”，还被教育

部录制成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且入选了大学

生素质教育公选课。

新学期的开始，记者日前走进刘建妮位于西

北大学的实验室的那一刻，就被来自远古的化石

所吸引。生命演化历程中充满了惊奇、偶然与不

可思议。透过化石，我们可以“触摸”亿万年前纷

繁世界里的鲜活生命，也能看到，刘建妮这 10余

年是如何走来。

刘建妮：安静地与化石在一起

刘建妮的古生物学世界是从研究叶足动物

开启的，这种看上去“萌萌哒”的生物瞬间“get”

到了她的“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她的关注点也

更多地聚集在这个种群上面，在整理化石的过程

中，她会给予这个类群特别关注。她明白自己找

到了那个“点”——她想要为之奋斗一生的研究

方向。

“叶足动物虽然已经灭绝，但它与节肢动物

起源密不可分。”刘建妮说。作为寒武纪大爆

发时期的最庞大类群，节肢动物的起源和多样

性分异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努力探索的热点及

焦点问题，而要想揭示并最终弄清节肢动物起

源的奥秘，还需依据已灭绝了的“基干类群”的

化石证据。化石是曾经生活在地球上远古生命

为 我 们 留 下 的 特 殊 文 字 ，是 保 存“ 生 命 的 档

案”，对化石的研究为人类开启了一扇了解生

物演化的窗口。

2005 年，刘建妮在位于我国云南澄江的寒

武纪化石库中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生物——“仙人

掌滇虫”。它来自 5.4亿年前的寒武纪海洋，浑身

长刺，身体和腿基本一样粗。她推断这种生物极

有可能是学术界期待已久的，曾湮没在远古历史

尘埃中节肢动物的一个祖先。为了证明自己的

推断，刘建妮仔细观察和研究化石，终于从中找

到关键的生物演化信息。

她发现“仙人掌滇虫”已经发育出分节的附

肢，但却仍保留着柔软的蠕形躯干，这一确凿的

化石证据表明节肢动物附肢的分节明显早于躯

干的分节。该研究成果于 2011 年 1 月 24 日在

《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在国际学术

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该研究还证明了其是节肢动物的祖先，解

决了节肢动物这一地球上最大优势类群起源

的难题，这是古生物学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仙人掌滇虫”研究还入选了 2012 年度国际十

大生物新属种，这是唯一入选的化石新属种，

也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入选的生物新属种。

她的这一发现受到国际同仁的高度赞扬，英国

剑 桥 大 学 的 Conway Morris 教 授 评 价 此 化 石

“提供了节肢动物软躯体到硬骨板演化过程中

的关键证据”。

这一年，距离她入行刚刚十年。

发现生物演化的证据

研究古生物，常常要在人迹罕至处采集化

石。背着几十斤化石“转山”常有，危险也不鲜

见，但刘建妮却从未厌倦或畏惧。

刘建妮说，“我对生物学的兴趣，可能源于小

时候在农村经常漫山遍野地跑，用小棍翻动土地

寻找迥异的昆虫。”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

她被送到农村的奶奶家。没有多少玩具，她就

“和虫子玩、和花草玩、和自然里的一切玩”，自然

是她最好的玩伴。亲近自然、记录自然的体验让

她养成了观察万物的好习惯。

“如果够幸运，能采集到有价值的化石回到

实验室，那便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征程的开始。”刘

建妮告诉记者，实验室整理化石是个细致活，要

用细针在显微镜下一点点的剥离。轻重也要拿

捏到位，手轻了岩石剥不下来，手重了可能会损

伤化石。她介绍，一般分离出一块完整的化石至

少需要一到两周的时间，耗费几个月的情况也很

常见。“在高倍显微镜下完成这项高难度工作需

要的不仅是耐心，更需要平稳的心态，每一种波

动的情绪都可能伤害到化石。”

在刘建妮看来，野外采集和研究本身的辛

苦，并不紧要。找寻化石的过程就像是“淘宝”，

邂逅心仪石头的那种欣喜之情让刘建妮觉得这

一切都很值得。“我很喜欢我的专业，所以不会觉

得苦，和很多女生逛起街来一点都不觉得累是一

个道理！”

透过一块块石头，刘建妮看到的是亿万年前

鲜活的生命。凭着对专业的热爱和不怕吃苦的

精神，刘建妮在几年内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化石，

并借此踏上了远古生命的探秘之旅。

找化石像“淘宝”

“大开眼界”“很有收获”也是网易公开课《西

北大学公开课：化石趣谈》网友的留言。

在西北大学，古生物学向她打开了一扇全新

的大门，而现在，她正在向更多人打开一扇窗。

刘建妮 1997 年考入西北大学生物系，本科

毕业在报考研究生时，她有很多来自名校的选

择。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西大人”，刘建妮选择

了留在母校跟随舒德干教授研究古生物学，自此

古生物学向她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谈到做科研，她给青年人的寄语是：坚持梦

想，不要轻言放弃，最初的梦想最美。这也是刘

建妮教授在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颁奖

典礼上的获奖感言。她常告诫学生，要先做人后

做事，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不懈毅力，因为

科研的道路从来都是孤独的。另外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兴趣。“有了兴趣才能始终对自己从事的

专业保持一颗年轻的好奇心。”科研就是一种对

求知的渴望和对理想的坚守，而追梦的路上从来

没有捷径。“希望年轻人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

真真正正做一点儿学问。”

“能够取得一点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

团队的共同努力，并且有幸能跟随舒德干院士等

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学习和工作，我只是一个幸运

的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情。”刘建妮的谈吐跟她的研究领域一样“低调”。

未来，刘建妮希望通过一系列面向科学的公

益项目，让科学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科学精神

真正成为大众共享的精神食粮。

很多人不清楚古生物学的研究内容和意义，

所以刘建妮开设并主讲了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化

石趣谈》，希望通过“化石”这个古生物学的研究

对象为学生们打开一扇通向生物演化的窗户。

课程开设效果非常好，连续授课的三学期都会有

学生因为选不到课而现场旁听。正是因为良好

的教学效果及重要的科普教育意义，《化石趣谈》

被教育部录制成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并入选

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公选课，受到了很多外校学生

及网友的热烈欢迎。

刘建妮希望通过形象的讲解为古生物学的

教学加入更多生动的元素，为学生们打开一扇通

向自然科学殿堂的窗户，让更多学生喜欢上这门

学科，同时让更多普通大众了解和认识古生物。

让科学走下神坛，让科学为大众服务，这是她的

心愿。

让更多人爱上古生物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