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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微软 CEO 纳德

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

会 放 弃 Windows 移 动 平

台。“在给我们 3 年时间”，

纳德拉称。

微软 CEO 纳德拉表

示微软已经提出新的突破

性二合一概念，Windows

10 手机可以连接键盘和显示器，因此可以充当手机和 PC。纳德拉

将其与微软 Surface 相提并论，即微软 2012 年推出的平板电脑与 PC

混合产品。

纳德拉说：“就像 Surface，我们可以创造新的产品种类。3年前，

大多数人可能会问：何为二合一产品？现在，就连苹果都开始进入这

个领域。因此再给我们 3年时间，我希望人们会看到手机与 PC 的混

合产品。”

纳德拉还在忙着将计算机辅助智能加入新设备和应用中，包括

使用个人助理（Cortana）管理你的日历，使用聊天机器人与你在互联

网上互动，使用虚拟现实头盔 HoloLens 将 3D 虚拟世界融入到现实

世界中。

但在提及工作与家庭和个人生活平衡时，纳德拉认为痴迷手机

没有帮助。他认为工作与生活平衡取决于工作与生活的协调，他说：

“我们都花费大量时间工作或思考工作，为此从事有意义并符合自身

核心价值观的工作非常重要。可是在陪伴家人时，我们需要远离手

机，更多融入到现实世界中。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思考刚刚收到的工

作邮件，放下手机，全心全意地关爱家人。”

纳德拉：
不会放弃Windows移动端发展

亚马逊近日向投资者

们提交了一份长说明，回

顾了公司目前的业务情

况，并解释了亚马逊开发

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思路。

在这封信中，亚马逊

CEO 杰夫·贝佐斯用了少

许篇幅评论了亚马逊的企

业文化，众所周知，在去年 8 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用极其严厉的

笔锋刊文批判了亚马逊的“苛刻”，而贝佐斯的此次评论也被看作是

对这篇文章晚到的回应。

“无论是好是坏，亚马逊的企业文化都是不朽而坚固的，很难

会再变动。它们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优势，也可能变成我们的隐

患。你可以将你的企业文化以文字的形式刻下，但如果你这么做

了，你就只是在发现和揭露它罢了，而不是在创造它。企业文化的

塑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历经种种人事变迁，需要历经种种成功

和失败的教训才会沉淀成为公司的共同价值。它是一种独一无二

的文化，就像私人订制的手套那样，只会配备到合适的人。企业文

化之所以会在时间的锤炼中变得越来越坚固的原因是它是人们自

己选择的结果。有竞争激情并为其所鼓舞的人会选择我们，并乐

在其中。而喜欢开拓和研发的人或许会选择其它公司。很庆幸的

是，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各类高效、各自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我们

从未宣称过亚马逊的做法就是对的，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行事风格，

在过去的 20 年里，我们一直在贯彻它。我们召集到了一大批志趣

相投的同事，他们之所以会加入我们是觉得我们的做法是有意义

的，能给他们带来力量。”

贝佐斯：
亚马逊企业文化是坚固的

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

长郭台铭日前称，计划招

聘一位日本 CEO 以保持

夏普公司的管理层稳定。

此前人们广泛猜测，郭台

铭在富士康 35 亿美元收

购夏普后，会用自己的团

队取代夏普总裁高桥兴三

和其他高管。

郭台铭表示：“我们想为夏普寻找最适合的（总裁），希望选择一

个非常了解富士康的日本人。”他还称，考虑了多个候选人，“希望这

个人能获得夏普公司内部的支持”。有消息人士称，郭台铭的左膀右

臂、富士康日本主管戴正吴将成为夏普的下一位董事长，因为他在收

购夏普中起到关键作用。

郭台铭从日本返回台湾时在台北机场表示：“我们首要的方针是

保持稳定，稳定让富士康在正式接管夏普时不会出问题。我们现在

大幅改组管理层不大可能，因为夏普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清楚。”消息

人士称，收购夏普的交易将在第三季度完成，富士康将从第四季度开

始记入夏普的盈亏。夏普已经宣布改组高管层，涉及执行副总裁等

职务。

富士康和夏普合资的面板制造工厂 Sakai Display Products的高

管将回到夏普负责经营。郭台铭称，他希望帮助夏普降低成本、投资

新技术、尽可能争取订单。

郭台铭：
计划任命日本人担任夏普CEO

日前，记者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肿瘤微创介入治疗中心见到中心主任郑加生

时，他刚下手术台还有些兴奋，“刚才是为一位早

期肝癌患者做的微创消融手术，局部麻醉患者很

清醒，从开始定位、穿刺、监控、消融、评估到结

束，只用了半个小时，做完后患者是走回病房的，

明天就能出院了”。

郑加生和团队去年全年共完成了 6561 台

微创手术，肿瘤微创消融手术 1283 台。即使是

这样，依然无法解决庞大的患者需求。而就在

两小时后，他又要搭上飞往贵州的班机,与民盟

中央考察组一起赴贵州省贵阳市七星关区人民

医院调研，就“微天使工程”进行座谈，“微天使

工程”是由民盟中央社会服务部、中国西部研

究与发展促进会社会扶贫工作委员会、中国肿

瘤微创治疗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主办。旨在

帮助示范点医院掌握先进的肿瘤微创治疗技

术，同时也将对示范医院给予相应的资金支

持，方便患者就近治疗，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就在近期,已经初步达成 1.3 亿元“交钥匙”工程

共识。

谈起微创消融治疗，已经连轴转了一天的郑

加生近 60岁的面容上不时浮现出孩子般有活力

的笑容，这个每天都在和死神抢病患的医者，是

怎样把“微创消融”这根针嵌入自己的生命里，又

以其神奇之手“融”去患者病痛的呢？

郑加生：“微创消融”化肿瘤

郑加生的名字似乎有一些隐喻，“母亲起名

‘加生’似乎就是让我去给人增加生命。”在北京

土生土长抱着一颗仁爱之心的他，选择了首都医

科大学。

由于医学基础知识扎实，专业知识功底深

厚，影像基础知识更是技高一筹。早年在放射科

的时候，科里医生的报告单送到主任那里签字的

时侯都会被检查出各种问题，唯有郑加生给病人

开的诊断报告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这种不开刀，并发症少、疗效显著的技术肯

定会在肝癌治疗领域创造很大的奇迹。”兼具了当

医生的慧眼和仁心，1987年起,他拜在刘玉清院士

门下，开始了肝癌等肿瘤介入治疗的研究工作。

已经不记得翻看了多少关于肝癌治疗和血

管介入的书籍，那几年有人认为，应用血管技术

治疗心脏病可以理解，但肝肺是实体组织，不可

能通过血管治疗消灭肿瘤。

质疑声给了他坚持的动力，一连几年，他和

同事先后开展了 CT 引导下肝癌介入治疗，DSA

引导下肝动脉导管化疗栓塞术的临床研究，越来

越多的患者应用治疗后大幅度延长生存期，肿瘤

的复发几率也有所下降。

几十年磨一剑，郑加生几乎每天都要超负荷

工作来救治大量肝癌患者，基本每周要做 55 台

微创手术，经常穿着厚厚的铅衣在手术台旁站整

整一天，晚上回到办公室继续看书研究新技术和

资料。一开始，他利用 DSA 影像引导下肝动脉

导管化疗栓塞术阻断肿瘤的血管供应，想达到

“饿死”肿瘤的目的。为了使消融更充分，部位更

精准，他还通过猪肝脏射频消融活体实验来充分

研究射频的各种针形以及消融部位。

1995 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郑加生

的“CT 引导双介入疗法治疗肝癌”取得的显著

疗效进行了报导。

他并未因此停下对科研技术巅峰求索的脚

步。2006 年 6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肿瘤微创介入治疗中心正式成立，自此，郑加

生有了自己的科研医疗团队，又开始潜心研究和

开展 CT引导下射频热消融技术。

这时起，联合微创技术治疗肝癌终于实现了

治愈的目的，郑加生的名字开始在患者和行业中

被关注起来。

“‘加生’似乎就是让我去给人增加生命”

“什么是微创消融术呢，打个比方，就像是一

只突击队要攻灭城池中的肿瘤敌军，以往的介入

治疗方式多半是采用经过血管介入，就像是切断

敌军粮草供给，但血管太多，难免切断这路漏过

了那路。现在，我们采用的是精准的微创消融治

疗，有孔必入，无孔也入，不需要经过血管，医生

在 CT、磁共振、超声等影像引导下，经皮直接将

微波、射频、冷冻、纳米刀等消融针精确穿刺到肿

瘤部位,并在影像监控下，对各种肿瘤实施精准

定点高温加热或冷冻，将肿瘤原位灭活，术中增

强扫描即刻观察消融情况，确保完全清除肿瘤。”

郑加生把这种快速制敌的方式称为“斩首行动”。

在好大夫网站输入郑加生三个字，映入眼帘

的是最近两年郑加生医生的患者投票，以及 82

条患者分享，危重疑难的癌症晚期病例留言达

90%以上。

“可以治！你要有信心！”是他传递给病患最

常用的一句话，而他练就的多种微创介入技术确

实给这句承诺以最大的支撑。

三十年，从最初的单纯影像引导血管阻断到

DSA 引导下肝动脉导管化疗栓塞术，从经皮无

水酒精注射到 CT 引导下肝癌射频消融。如今，

郑加生精通多影像引导的射频、微波、氩氦刀、纳

米刀、肝动脉导管化疗栓塞等血管性与非血管性

与死神赛跑 无孔不入
工作规模扩大了，病人越来越多，很多人来

到北京找他治病，如何才能西式的外科切除与现

代微创消融术完美的结合，改变一得肿瘤就要动

刀的传统治疗模式，是郑加生不断求索的问题。

由此，也诞生了推进肝肿瘤治疗领域重大革命的

“郑式肝脏微创消融体系”。

“微创消融是继肝切除、肝移植之后的第三

大根治性治疗方法。解剖性肝脏切除术是成熟

的肝脏外科治疗体系，经皮肝癌消融术是肝脏肿

瘤新型治疗模式，在临床治疗领域发挥着各自的

优势。”郑加生告诉记者，目前肝肿瘤微创消融已

经具备肝脏切除术临床疗效相同，不仅如此，微

创消融术已经突破了肝癌治疗的技术瓶颈，创新

研究出经典的“郑式肝脏微创消融体系”。

这看起来很专业的技术，其实就是他们依据

肝功能情况，肝癌分型、分期、位置、及侵犯范围

制定出针对相应患者的个体化肝脏微创消融方

案。郑加生说：“该体系在临床取得了显著疗效，

与常规局部消融手术比较，明显提高了肿瘤完全

消融率，同时明显降低了肿瘤复发率。”

这种新型颠覆性的技术，将使大部分肝脏

手术进入到精准微创，可视化，规范化阶段，医

生看着荧光屏做手术，一改看着手术野的传统

开放式手术模式，预计将会替代 80%以上传统

治疗模式。

近期，郑加生正忙着组织领域专家团队进行

系统的“郑式肝脏微创消融体系”建设，他已经停

不下对介入治疗技术不断探索的步伐，随着体系

建设完成和普及应用，精准肝脏微创消融治疗新

格局也将随着这个春天破土而出了。

重组肝肿瘤治疗新格局

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日前宣布，到 2017

年才能投产的纯电动车特斯拉 Model 3，接受

预订才 3 天，订单就已达 27.6 万辆，总价已超过

百亿美元。消息一出，震动整个汽车业。

谈起这一成绩，就回避不了一个人——埃

隆·马斯克。对，又是他，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

官。公司虽连年亏损，他却总是能让投资人看到

希望，并心甘情愿继续投入。他还是制造猎鹰 9

号火箭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始人，经受多次

发射失败却依然执着。

有人说，主打“平民”价格的 Model 3，其销

售创造奇迹多亏了马斯克营销有方。但单靠开

发布会、讲段子，苹果公司革不了诺基亚的命，马

斯克也掀不翻德美日韩各大车系的巨头。特斯

拉在技术方面，也可圈可点。

特斯拉公司技术上并非无所不能，它的电动

车用的是 LG 和松下的电池，但电池匹配系统的

创新却是特斯拉一大技术特色。特斯拉在液态

锂离子电芯的配套控制等方面做到大规模集

成。在电机大功率和小型化方面做得极为突出，

因而大大减少了车重，增加了续航里程。这使其

新能源车的总体性价比极为突出。

一些人虽然赞赏马斯克对技术的执着，但对

马斯克在航天以及电动车领域不断“烧钱”感到

担忧，而特斯拉日前集资 50 亿美元在内华达州

建高技术电池厂，更被称为一次“豪赌”。

“去他的乐观悲观，我只想把事情搞定”，去年美

国《连线》杂志就多次航天发射失败采访马斯克时，

他就曾这样回答。这或许也可解释为何特斯拉公司

仍在亏损，但马斯克研发电动车劲头依然十足。

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马斯克在技术上的“异

想天开”，总能让全球屏住呼吸。

此君兴趣颇为广泛，曾说要在火星退休，正

把电动车卖到全球，还希望全球能源靠他的“特

斯拉能源墙”拯救。他创立的贝宝公司曾率先改

变了全球支付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他用特斯拉电

动车重新定义了电动车概念；他的太阳城公司创

造了全新的太阳能安装产业模式；他的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空前颠覆了航天传统，揭开了商业航天

时代的序幕……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互联网里用的，20 多

年来，似乎他都找到了商业和技术上的可行办

法，因而被媒体誉为乔布斯之后硅谷的新偶像。

为何总是马斯克在各类突破里拔得头筹？

周围的人评价马斯克时说，他对这个世界想

要什么、需要什么保持深深的、强烈的好奇心，因

而鼓动所有人拼命工作，并且他敢于在别人不敢

涉猎的领域冒险。而过程中的失败是家常便饭，

但他初心不改。

“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只要有 10％的成功率

就去做”，2015 博鳌亚洲论坛早餐会上，马斯克

曾这样说道。

用狂想式的预见性来说服投资人，用执着和

任性对待每次的失败，而对技术细节的苛刻，保

证了产品的优秀，这或许就是马斯克的三板斧。

极度的成功也源自极端的个性，马斯克前妻

贾斯汀对他的评价倒是入木三分：“极度的成功

和你所认为的‘成功’有所不同。这类人往往与

社会格格不入，曾被迫以一种特别具有挑战性的

方式体验这个世界”，她接着说，“其他人会认为

他们有些发疯了。”

马斯克“发疯”了吗？他的大胆、执着、对细

节的苛刻，让人惊讶。而他的“狂想”还有许多：

电动飞机、四千颗卫星联网、超高速火车……任

何一个“狂想”如果成功，都足以震撼世界。

请不要嘲笑狂想，上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一个会上，一个专家向与会代表介绍

互联网概念时，还被嘲笑为异想天开。乔布斯推

出 iPhone 手机之初，还被称为必死无疑。可后

来，大家都看到了。未来技术不一定都必然由狂

想引领，但非常需要几个不怕失败的“狂人”。

（据新华社）

“狂人”马斯克：我只想把事情搞定
文·杨 骏

在他的手中，焊枪是针，弧光是线，他追寻着焊

光，在火箭发动机的“金缕玉衣”上焊出了一片天。

3 月 29 日，第二届中国质量奖颁奖现场，焊

接火箭发动机的首都航天机械公司高级技师高

凤林，作为唯一的个人奖项获得者走上领奖台。

他说：“这是对航天事业取得卓越成果的高度肯

定，是对航天人不懈追求万无一失、尽善尽美的

激励，更是对技能工人扎根一线，以工匠精神打

造中国制造品质的鞭策。”

在航天领域，高凤林被誉为“金手天焊”。这

不仅因为早期人们把比用金子还贵的氩气培养

出来的焊工称为“金手”；还因为高凤林焊接的对

象十分金贵，是有火箭“心脏”之称的发动机；更

因为他在火箭发动机焊接专业领域达到了常人

难以企及的高度。

高凤林告诉记者：“初入航天大门，师傅就给

我讲述航天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并将航天质量理

念耳濡目染地传承给我，我一直铭记在心。”

焊接这个手艺看似简单，而在航天领域，每

一个焊接点的位置、角度、轻重，都需要经过大脑

缜密的思考。为了确保焊接产品质量，高凤林不

断练习基本功，吃饭时习惯拿筷子比划着焊接送

丝的动作，喝水时习惯端着盛满水的缸子练稳定

性，休息时举着铁块练耐力，更曾冒着高温观察

铁水的流动规律，日积月累地积攒过硬的技能，

为产品质量奠定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 90 年代，为我国主力火箭长三甲系

列运载火箭设计的新型大推力氢氧发动机，其大

喷管的焊接曾一度成为研制瓶颈。火箭大喷管

的形状有点儿像牵牛花的喇叭口，是复杂的变截

面螺旋管束式，延伸段由 248 根壁厚只有 0.33 毫

米的细方管通过工人手工焊接而成。全部焊缝

长达近 900 米，管壁比一张纸还薄，焊枪停留 0.1

秒就有可能把管子烧穿或者焊漏，一旦出现烧穿

和焊漏，不但大喷管面临报废，损失百万，而且影

响火箭研制进度和发射日期。高凤林和同事经

过不断摸索，凭借着高超的技艺攻克了烧穿和焊

漏两大难关。保证了这一新型号大推力发动机

的成功应用，使中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得到了大幅

提升。

每每有新型火箭型号诞生，对高凤林来说，

就是一次次技术攻关。30多年来，130多枚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在他焊接的发动机的助推下，成功

飞向太空。这个数字，占到我国发射长征系列火

箭总数的一半以上。

今年 9 月前后就要进行首飞的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其发动机的焊接也是高凤林和团队成员

的杰作。高凤林焊接的长征五号火箭发动机的

喷管，仅一个喷管上就有数百根几毫米的空心管

线。管壁的厚度只有 0.33毫米，高凤林需要通过

三万多次精密的焊接操作，才能把他们编织在一

起，焊缝细到接近头发丝，而长度相当于绕一个

标准足球场两周。

“科学家做梦，工程师做图，技能人员做工。任

何一个伟大的发明，都离不开技能工人的制造来实

现。我们作为工人，作为技师，不仅仅要有一门好

手艺，还要有丰富的知识、高理论支撑，好的工匠，

应该是‘制造’和‘智造’的结合。”高凤林说。

如今，高凤林正带领他的团队围绕重型发动

机的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开展焊接技

术攻关。未来将进行机器人焊接自动化系统功

能开发，实现全过程监测技术、视频控制技术、仿

真模拟技术在新型发动机推力室、喷管等复杂空

间结构上的应用。

高凤林：在火箭发动机上焊出一片天

多种微创介入手术。

“这类微创消融是肿瘤治疗领域的一场重大

革命，尤其适用于早期肝癌、肺癌等肿瘤治疗，对

于能够承受常规开放式手术的肿瘤患者可获得

同等的疗效。”郑加生说，不仅如此，对不适应常

规治疗的中晚期肿瘤患者微创消融也可获得减

瘤或完全清除肿瘤的效果。

从“血管治疗不可能治疗肝癌，到应用联合

影像引导治疗肺癌、肾癌、骨转移癌等”，郑加生

在质疑者面前完美地打了翻身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