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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

索斯日前公开表示：“我希望

数百万人在太空中生活和工

作。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航

天文明”。

贝索斯称：“我们应当探

索 并 利 用 太 空 ，以 拯 救 地

球。”他还认为，人类应当将

工业制造转向太空，从而控

制对地球资源的影响。

据了解，贝索斯 15 年前

成立了太空探索公司蓝色起源。近期该公司完成了第三次成功的火

箭发射，以及第二次火箭回收。贝索斯希望普及太空旅行，而火箭的

重复利用将是其中的关键。他表示：“这些为探索太空而开发的硬件

令人感觉良好。非常漂亮，非常精密。仅仅使用一次就丢弃是一种

犯罪。”

5岁时，阿姆斯特朗的登月给贝索斯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也因

此一直有着太空梦。贝索斯于 1995年创立了亚马逊。他表示，与航

天相比，亚马逊的创立要简单得多。

贝索斯表示：“当我们刚刚成立时，我们只有 10名员工。我需要

用 1987年款雪佛兰 Blazer自己将包裹送往邮局。我梦想未来某天我

们可以有一辆铲车。”然而在不到 20年时间里，亚马逊的年营收就达

到了 1000亿美元。

贝索斯：
渴望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

近日在京召开的中国知

识产权保护高层论坛上，掌

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在回应

版权保护问题时表示：“内容

开放与版权保护同样重要，

希望建立健康的阅读生态环

境。”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

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接近

3 亿人，其中通过手机进行

阅读的用户占一半以上，是

电脑阅读用户的 2 倍。作为国内数字阅读领域的企业，掌阅在数字

阅读领域已深耕 8 年。张凌云说，时下对数字版权保护过程中存在

许多困难，比如盗版内容平台依然存在，抄袭复制的侵权现象频发，

对侵权方的处罚力度不够，相关法规需要跟进完善等等。

他认为，在打击盗版的同时，行业中也应该建立一个良性的、畅

通的内容流通环境。“加强内容开放，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优秀内

容的阳光。”

张凌云：
内容开放与版权保护同样重要

运 动 摄 像 头 生 产 商

GoPro 近日宣布已聘请前苹

果资深高管丹尼·柯斯特为

公司设计部副总裁。受此消

息影响，GoPro 股价在周三

常规交易中大涨 19.01%，收

报于每股 13.90美元。

柯斯特曾是苹果设计团

队的核心成员之一，并在后

者 公 司 服 务 了 超 过 20 年 。

柯斯特的设计作品包括了

iPhone 4以及 iPad无线键盘等等。

“他的设计风格可谓不言而喻，我想说他的加盟让我们感到备受

激励。”GoPro创始人兼 CEO尼克·伍德曼表示。

作为 GoPro 设计部门副总裁，柯斯特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司未来

产品的硬件外观，软件及服务体验。

“GoPro 的品牌和产品激发了我们想要捕捉和分享生命里最重

要的时刻。”柯斯特表示，“对于能影响 GoPro 伟大团队，我感到无比

兴奋。”

GoPro 因近期利润出现下滑，股价已从去年 8 月时最高的 64.74

美元下跌至现在的 14 美元附近徘徊。今年 1 月，GoPro 再因营收同

比下滑 32%而宣布裁员 7%。

柯斯特：
苹果资深高管转投GoPro

“科技是地质调查事业的核心，人才是地质

调查事业的关键。”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

王研谈地质科技人才工程时说。

不久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印发《关于加强地

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指导意见（试行）》，全面实

施地质科技人才工程，发掘卓越地质人才、杰出

地质人才和优秀地质人才。

在地质行业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嫁人不嫁

地质男。”我国地质人才的“断层”和匮乏现象由

来已久。

记者走进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探访

这里的科技人员。

“我是研究石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研究员吴才来的办公室里摆放许多岩石标

本，“这是科学钻岩心，这是花岗岩，这是火山石，

这是铜矿石，这是金矿石，这是改性沸石，可以用

来污水净化……”他对石头可谓是“了如指掌”。

吴才来的工作，是“读懂”石头，挖掘石头里

潜藏的地学信息。多少年来，他用脚步丈量着祖

国的大山，采集各种各样的石头标本，测量它们

的年龄，寻求不同年龄石头形成的构造背景和所

代表的地质意义。

他从大山走来，又扎根于钻研“石头”中，到

现在，他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150 余

篇，合作出版专著 5部。特别是他从事的应用岩

石学研究，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9项。他着眼

于基础研究，关注应用研究，他要把石头变成“宝

贝”，成为用科技点石成“金”的人。

吴才来：点石成“金”地质情

在吴才来看来，石头实在是“宝贝”。

“我国非金属矿产品出口一直以原矿和初加

工产品为主，高附加值的深度加工产品出口所占

比例很小。”吴才来忧心地说，国外非金属矿在国

民经济中应用比例是 60％多，金属矿则在 30％

多，而我国恰好相反。

因此，吴才来在开展基础地质研究的同时，

注重应用研究，主要是利用矿物岩石作原料，开

发新的非金属材料产品，他发明的 9项国家发明

专利中包括系列天然矿物岩石肥、矿物干燥剂和

除味剂等。

“第三代矿物干燥剂就是我发明的。第一代

是石灰干燥剂，第二代是硅胶干燥剂。”吴才来

说，干燥剂在中国的用量特别大，需要防潮的东

西如仪器、食品、货物、远洋运输等都要用。

矿物干燥剂发明出来后，吴才来申请了他的

第一个专利，很多厂家闻听后向吴才来索要样

本，再就无后文了。

原来，厂家跑到北京查了吴才来的专利，结

合他提供的矿物干燥剂样品，就开始生产了。“但

是他们生产的干燥剂是四不像，而我则是根据原

料中矿物成分及含量的不同，做动态配比，可以

把干燥剂吸湿率从 40%做到 80%，现在的厂家一

般做到 30%多就不错了，然而，硅胶干燥剂很贵，

吸湿率只有 20%左右，显然仅仅是矿物干燥剂的

一半。”吴才来说，这样一算，一吨矿物干燥剂相

当于 8吨的硅胶干燥剂。

矿物干燥剂的出现，使硅胶干燥剂失去了竞

争力，我国不少硅胶干燥剂厂陆续倒闭了，可吴

才来对这一切还蒙在鼓里，他既没有从企业中获

利，也没有亲自把专利技术转化成生产力，“对倒

闭的硅胶干燥剂企业来说，我有一种负罪感，同

时，这也说明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还有待加

强。”吴才来现在回忆起来还很痛心。

“我想着等我退休以后，要把这些专利技术

开发出来。”吴才来说。

把石头当“宝贝”

“爱学习、爱钻研、爱科学”，周围人总是这么

评价吴才来。

吴才来是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

长春地质学院录取，“当时，我是村里有史以来的

第一个大学生，村里老人们说我是文曲星。”吴才

来说，少年贫困的生活、饿肚子的记忆让他深刻

体会到，必须读书才有出路。

“谁也没想到我能考上研究生，因为我在地

质队生活、工作了 5年多。但我工作的业余时间

一直在学习，白天晚上、节假日，从来没有休息

过。”吴才来说，1988 年，在安徽省地矿局 321 地

质队工作 5 年后，获得单位批准报名，考上了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研究生。

吴才来的所有时间几乎都放在学习和科研

上。“读研究生期间，一年只能回去两次，女儿见

了我直哭，都不认识我。”吴才来说。1994 年，吴

才来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博士后出站后，吴才来把妻子和女儿的户口

迁到北京来，办手续只花了 5毛钱的工本费，“一

辈子这件事情办的最痛快。”也许，在他内心深

处，这才算是补偿了家人一些。

“此后，我主要研究中国西部造山带花岗岩

和中国东部矿集区岩浆作用与成矿的关系。并

且，每年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 SHRIMP-RG 实

验室做实验，主要是测量石头的年龄”吴才来说，

测定了石头的年龄，就要研究石头是怎么形成

的，形成的构造背景是什么，从而不断地推动地

球科学向前发展。

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吴才来先后负责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 4项、国家专项课题 2项、国土资

源部项目及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 7项，先后参加

国家 973 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重

点基金项目等 12项。

通过这些项目的研究，他确定了中国西部

科学研究终“立业”

柴北缘地区古生代花岗质岩浆作用与超高压变

质作用之间的成因联系，建立了花岗质岩浆作

用与板块俯冲、超高压变质作用的成因模式；

他建立了祁连山、阿尔金山古生代花岗质岩浆

作用的年代学格架，通过对柴北缘、北祁连、北

阿尔金和南阿尔金古生代花岗质岩浆活动期

次、岩石组合及其岩石地球化学特征对比研

究，首次提出了阿尔金左型走滑断裂开始活动

的时间为 400Ma（百万年）或这个时候发生过一

次大规模的走滑活动。

对目前的吴才来而言，除了科研和野外考

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培养博士研究生。

吴才来是 1998 年晋升为研究员的，1999 年

开始当硕士生导师，2002 年当任博士生导师。

这些年，他带出了十几位博士生和研究生，其中

有两位博士生毕业获得“程裕淇奖”。

“去大山里野外考察，山外的温度像夏天，一

到山里面就得穿羽绒服，一天之内就得经历四

季，有些地方是无人区，但去这些地方会有新的

发现。”每次上山，吴才来总是走在前面，学生们

跟在后面，他不时地停下来给学生讲解见到的地

质现象和不同的石头。

“作为老师要身先士卒，给学生做一个榜样；

作为科研人员要有事业心，要有责任心；搞地质

必须热爱地质才能搞好，不能贪图享受，要能吃

苦。”吴才来的言传身教影响着自己的学生，甚至

自己的女儿。

吴才来的女儿 2006 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

在不久的将来，她也即将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

吴才来笑称，这门专业在未来仍然很紧俏，肯定

不会失业。

但是，地质工作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科研

难度的降低。常年从事科研工作和野外考察，回

到北京，吴才来就扎根在实验室和办公室，经常

工作到凌晨才回家。

虽然对吴才来来说，每一次野外考察其实都

充满乐趣，但是那些野外考察的经历，并非常人

能够体会。

“1997 年，我随中法队去可可西里野外考

察 ，强 烈 的 高 原 反 应 ，使 得 心 跳 达 150 次/分

以上，若不及时抢救，将会导致心力衰竭，随

时有生命的危险。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十几摄

氏度，西北风卷着雪花，情况十分危急。幸亏

随队带了一名医生，打了两次强心针才把我

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否则我就坐不到这里

了。”吴才来说。

用言传身教“立行”

过去近40天里，24岁的中国男子王子龙从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骑自行车南下千余公里。这

是他第二次独自在美国长途骑行，是他骑自行车

“环球朝圣”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考察和倡导生态

文明——重建人与自然、人与内心的和谐。

祖籍内蒙古的王子龙 18岁来到马萨诸塞州

罕布什尔学院读本科，广泛涉猎历史、哲学和经

济学，毕业论文以《资本的逻辑和自然的逻辑》为

题，探讨工业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2013 年毕

业后，他被旧金山一家全美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咨

询公司聘用。

那年夏天，他花了 75天，第一次独自骑自行

车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横穿美国大陆，全程 5000

多公里。那次骑行中，他从不住旅馆，而是沿途

敲陌生人家的门，请求在后院搭帐篷露营，借此

与人交流，体察世间人情。一路上他敲过 400多

户人家的门，最终都得到好心人留宿，有的还让

他睡在客房或沙发，邀请他共用晚餐。

在那家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工作的两年里，

王子龙意识到，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恶化危机绝

不是靠个别企业节约能源资源、一些组织机构做

些环保公益事业等所能解决的。

2014 年和 2015 年，王子龙两次回中国短期

考察，受到国内雨后春笋般的生态文明实践的鼓

舞，如朴门农业、共识社区、免费素食餐厅等等。

2015 年 4 月的一天，他决定结束手头的工作，放

弃在美国安稳的白领生活，利用两年来的工资积

蓄再次骑自行车旅行，不仅在美洲旅行，而且要

回到中国、横穿欧亚大陆，沿途体验、分享他所见

到的生态文明实践。

王子龙的家人初次听到他的计划觉得难以

理解。但经过几个月的交流后，亲友们明白了此

行的意义所在，转而全力支持。

近日，记者在洛杉矶见到王子龙，身高 1.8米

的他黢黑精瘦，健壮结实，晒成古铜色的脸上经

常洋溢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他把这次骑行称作“东行心路”，以骑自行车

长途跋涉的方式，沿途学习、考察，在修炼内心的

同时宣示自己的主张。不过，这样的旅行虽享受

心灵的宁静与自由，却不得不时时受“皮肉之

苦”——长途骑车带来的身体疼痛、风吹雨打、蚊

虫叮咬……王子龙笑着告诉记者：“我只感觉到

身体的痛，心里却并不觉得苦。”

曾有无家可归者问他“你是无家可归者吗？”

也曾有大公司高管羡慕他“放得下”。一路上，他

曾住过羊圈“楼上”，曾睡过海边的公共淋浴间，

也曾住过好心人的千万美元豪宅。更多时候，他

以一个陌生过路客的身份敲开普通人家的门，经

过一晚上的交流，倾听他们的故事和看法，与他

们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想法，到第二天分手的时

候，双方都感觉像是朋友，依依惜别。

每当有机会坐下来时，他就把自己沿途所见、

所闻、所感写进他创建的“东行心路”博客和网站。

王子龙说，骑车旅行的心愿完成后，他将回

中国服务社会，帮助更多人实现内心与自然的

和谐。 （据新华社）

中国小伙骑行美国寻找和谐心路
文·张超群

“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罢亚肥”。在

距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 160 公里的“格格

杜垦区”，广阔的稻田正在等待雨季的来临，

嫩绿的稻苗竞相成长。田间垄上，几名中国农

业技术专家和当地稻农正在为接下来的耕种

忙碌着。

“格格杜垦区”位于科特迪瓦南部迪沃市。

自 1995年中方援建科特迪瓦格格杜农田水利工

程开始，到 1997年 5月首次开展中科农业水稻技

术合作，历经九期合作项目，目前格格杜已发展

成为中方援非农业合作项目的典范，也是科特迪

瓦全国闻名的水稻种植基地。

鲁宁是中国援科农业技术组组长。据他介

绍，稻米是科特迪瓦第四大消费粮食品种。得益

于气温和雨季降水充沛，这一地区的农民一年种

植两季的常规稻，但单位产量不足每公顷 3 吨。

中国技术组进驻后经过多年试验，数次引进更适

应本地自然环境的高产优质稻种，通过政府部门

和地方农业协会普及推广，吸引了不少稻农主动

试种中国稻种。

“格格杜垦区”按先后发展分为三个区域，耕

种面积达 443 公顷。从技术组驻地至垦区试验

田之间，约有 18公里长的崎岖道路，道路两侧已

形成了近 10 个有规模的自然村落。从传授、赠

予优良稻种到培训农机操作手；从稻田灌溉、供

给村民生活用水到稻米加工、仓储，中国技术组

的专家们耐心教授当地稻农，与他们一起工作在

田间地头。

今年 30 岁的邦雅曼从 2010 年起在“格格杜

垦区”种植水稻，他对农业技术组的帮助充满感

激。“我们都是中国农业技术援助的受益者，技术

组的中国专家们不仅帮助我们种稻，还帮助附近

村民挖鱼塘、维护道路等，我们很感谢他们。”

邦雅曼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妻子都在垦

区种稻。记者见到邦雅曼时，他正忙着给水田翻

地插秧。他说，技术组无偿分给他 2 公顷稻田，

并安排他在垦区中国试验田里工作，这让他的家

庭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目前，技术组有 8名中国专家。今年是鲁宁

援科工作的第 8 个年头，为推进项目发展，鲁宁

经常奔波在驻地和阿比让之间，与科全国水稻发

展局商谈合作事宜。每逢种稻时节，专家们和当

地稻农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说：“正是对这片土地的热情，也正是为

国争光的信念，支撑着援外人扎根在此，辛勤

奉献。”

目前第九期中科农业水稻技术合作已接近

尾声，双方合作成绩斐然。技术组在为期两年

的时间里总结出在当地进行水稻耕、种、收等

环节配套的农机设备，形成农机使用的一套完

整体系；继续拓宽了稻种选育范围，划分高产

米、优质米和特色米三个选种系列；减少稻田

施肥，从原来每公顷田地施 225 公斤化肥降低

至 185 公斤，按当地化肥市场价格计算，每公顷

地可减少近 1.3 万西非法郎（约合 145 元人民

币）的生产成本。

今年 5月末，中科两国商定第十期农业水稻

技术合作项目即将开启，技术组对该项目有着新

的规划。鲁宁说，“项目计划借小平台发挥大作

用，扩大项目影响力，以技术合作的形式推动农

业示范中心的尽早落成”。他同时表示，技术组

将探索因地制宜的旱直播方式，选育杂交稻品

种，积极融入科特迪瓦“稻米自给”战略计划。

（据新华社）

中国专家的非洲水稻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