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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

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农业科学家必须深入

田间地头”

1996 年春天，英国皇家植物园真菌标本

馆里，一个中国人正专注地边观察边记录，

生怕漏掉任何一个标本。

有“蘑菇院士”之称的李玉，曾在英国、

比利时、美国等多地植物园研究菌类标本。

正是在 1996 年，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又赴

日本筑波大学攻读菌物学博士学位。

2000 年博士毕业后，李玉毅然回国，“我

的根扎在这片土地上，就希望以自己所学为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服务”。

其实，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李玉就与农

村结下了不解之缘。1967 年，毕业于山东农

学院的李玉被分配到吉林省西北部的白城

地区当农技员，一干就是 10 多年。1978 年，

他考取吉林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硕士研究

生，师从著名菌物学家周宗璜教授。当时，

中国菌物学研究几乎“一穷二白”，他跟着导

师从无到有，潜心实验、钻研文献，留校后又

带领学生跑遍全国，调查菌物分布，收集标

本并开展基础研究，建成了国内领先的菌类

种质资源库。

“农业科学家必须深入田间地头，把论

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李玉孜孜不倦

的追求。

地处长白山余脉的吉林省蛟河市黄松

甸镇，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是黑木耳种植

的沃土。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李玉就带领团

队把功课做到农民炕头上，面对面教学、手

把手指导。如何让农民信任新技术、尝试新

品种？李玉有自己的方法。有一年春节，李

玉冒着大雪，跟着老镇长挨家挨户到农户家

拜年，留下了一段“大年初一专家访农家”的

佳话，也带动更多农民加入木耳产业。如

今，黄松甸镇已成为知名的黑木耳之乡和示

范产业重镇。餐桌上的“一盘菜”，成了农民

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吉林汪清、云南会泽、山西临县、陕西柞

水……多年来，李玉带着团队辗转全国 40 多

个县（市），带领农民精准发展食用菌特色产

业，建立起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 31 个，扶持

食用菌龙头企业 22 个，带动上万贫困户依靠

食用菌稳固脱贫。

小木耳，大产业。木耳冰淇淋、木耳脆

片、木耳菌草茶……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李

玉团队又研发出一系列木耳深加工产品，木

耳产业链不断延伸。“脱贫攻坚不是终点，我

们得继续发挥小木耳的大作用，助力实现老

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李玉说。

小小食用菌，还通过中国援助项目沿着

“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到达了赞比亚。李玉

团队针对赞比亚高原热带气候特点，集成创

新出适宜当地种植的食用菌品种 8 个及配套

生产技术体系，开创了赞比亚食用菌栽培的

先河。

“中国食用菌研究世界领先，产业规模

也位列第一，够大但不够强，还有不少品种

需从国外引进。”耄耋之年的李玉把“种出

更多更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蘑菇”

作 为 毕 生 志 向 。“ 我 这 辈 子 都 和 蘑 菇 打 交

道，希望咱们中国人的碗里都装上中国蘑

菇。”李玉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想为祖国做点事情”

在睡梦中，将白天的痛苦记忆“抹去”；

通过睡眠脑电图，预测抑郁、痴呆等精神疾

病风险……这些好似科幻电影的内容，正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

林的工作。

和许多归国侨界人才一样，2005 年，陆

林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祖国，任北

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所长。“中国

才是我的家，想为祖国做点事情。”陆林说。

在《科学》《柳叶刀》等国际期刊发表论

文 400 余篇，总引用 2.7 万余次，连续入选医

学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创建国内首个

《睡眠医学》和《成瘾医学》课程……回国 10
多年来，陆林培养了 100 多名硕、博士和博士

后，其中大多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骨干力量，

有的成为医学院院长、系主任、教授。作为

学科带头人，每每看到自己的学生在事业上

有所突破，陆林都会感到无比开心与自豪。

当选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委员，致力于在

国际范围内协调麻醉品管制活动；作为世界

卫生组织新冠肺炎研究专家组成员，参与制

定“新冠肺炎全球研究路线图”；与哈佛大

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等高校开展广泛合

作，推广我国本土科研成果……得益于海外

学习和工作的经历，陆林带领团队不断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提高了我国精神医学和睡眠

医学研究水平，也不断提升我国在精神医学

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今年 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设置国

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的通知》发布，决定在北

京市、上海市和湖南省设置国家精神疾病医

学中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指定为国家精

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体医院之一。“设置国家精

神疾病医学中心意义重大，能够通过多中心

协同工作机制，带动全国精神疾病领域建设

与发展。”陆林也把它看作提升诊疗服务水平

的重要契机，“我们将进一步发挥精神医学学

科优势，继续增强引领和辐射作用。”

悬 壶 济 世 ，医 者 仁 心 。 陆 林 十 分 关 注

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健康。“精神卫生资源

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农村地区尤其欠缺。”

陆林带领团队奔赴四川凉山、陕西延安、贵

州遵义等地，“随着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人们对精神健康也越

来越重视”。

每逢世界睡眠日（3 月 21 日）和世界精

神卫生日（10 月 10 日），陆林都经常出现在

公众视野。“中国心理健康的未来，需要全民

参与。我非常愿意向大众进行科普宣传。”

陆林说，心理疾病可防可控，社会需要破除

对于心理问题的污名化和病耻感，加强心理

健康普及和教育非常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报告提出要‘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这极大鼓舞了我们推动精神卫生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陆林把“守护中

国人的健康梦”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我国

精神医学领域的部分研究在国际上已经属

于领跑水平，但整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我

们还需要继续攻坚克难、加强创新。”

佰仁医疗创始人金磊：

“让中国的技术走向世界”

“你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脏瓣膜研究，

中国瓣膜病患者更需要你！”直到今天，金磊

还清晰记得，22 年前导师朱晓东院士说这句

话时的神情。那时，金磊结束了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 3 年多的深造，就职于美国一家

研究所。

摆在金磊面前的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

抉择：留在美国待遇颇丰；回国，则可能要从

头开始。

“出国以后，思乡之情会更为浓烈。”每

逢中国传统节日，金磊都会与当地华侨朋友

聚在一起。“大家都想家，不约而同聊起祖国

和亲人”，金磊经常想起导师的嘱托，还有远

隔重洋的母亲。

2001 年，金磊决定回国，创立了北京佰

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国前，金磊就

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瓣膜及辅助

循环研究室的副主任，参与了国家生物心脏

瓣膜“七五”和“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课题的

研究。凭借研制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等核心

技术，公司创立之初就成功申请到科技部中

小企业创新基金经费支持 100 万元、中关村

科技园配套经费支持 50 万元。“我们赶上了

创业的好时候、好政策。”金磊感慨。

心脏是“生命之泵”，而瓣膜是心脏的

“阀门”，起到保证血液单向流动的作用。“一

个个人工瓣膜，能拯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2003 年 10 月，金磊带领团队研制的牛心包

生物瓣膜获国家药监局批准注册上市，填补

了我国生产生物心脏膜瓣的空白，公司也成

为国内第一家、世界第二家从事牛心包生物

瓣膜商业化生产的企业。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以牛心包组织作原

材料，制成与天然瓣膜结构类似，生物相容

性好且更加耐久、适合中国瓣膜病患者的人

工生物心脏瓣膜。”金磊表示，人工生物瓣膜

从研发到变成产品中间环节多，目前一枚生

物瓣膜的制造需要人工缝制 1800 针才能完

成，公司熟练缝瓣员工缝制一个瓣膜需要两

三个小时，此前还需经过一两年的培训。

创业的艰辛不一而足。有一个小故事，

每 当 想 起 ，金 磊 就 觉 得 一 切 付 出 都 是 值

得的。

2012 年 ，金 磊 带 领 团 队 参 加 第 一 届 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希望中国所有像我一样

的孩子，都能通过治疗健康成长。”决赛现

场 ，一 个 甘 肃 小 女 孩 讲 述 了 自 己“ 起 死 回

生”的经历。原来，小女孩是复杂先天性心

脏病患者，从小就四处求医问药，曾被多次

下达“死亡通知书”。终于，在金磊团队的

技术支持下，小女孩完成了人工生物肺动

脉 瓣 与 人 工 主 肺 动 脉 的 重 建 ，重 获 新 生 。

“孩子们，不用怕，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技术，

一定能让你们恢复健康。”在现场，金磊忍

不住哽咽道。

正是坚守这样的信念，金磊带领团队不

断创新，取得一次次成功。2019 年，佰仁医

疗登陆科创板；2020 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我这辈子都在做人工心脏瓣膜，我的

愿望就是让中国患者用上安全有效、更加耐

久的人工生物心脏瓣膜，也让中国的技术走

向世界。”金磊信心满满。

拳拳爱国心 殷殷报国志
—三位归国华侨的奋斗故事

本报记者 程 龙

日前，“2022 年香港金融科技周”举办，推动创新科技成

为香港的新经济动力。

今年以来，香港科创事业持续推进。从香港科技创新联

盟成立，到首届“大湾区国际科创峰会”聚焦香港国际创新科

技中心建设；从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开学，到“创新科技嘉年

华 2022”等各类科创活动举办……一系列举措，为香港科技

创新发展不断注入动能。

香港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香港科技

创新的发展。回归祖国 25 年多，香港科技创新产业迅速兴

起。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香港、澳门优势和特点，巩

固提升香港、澳门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文

化旅游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澳门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

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

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创新合作，香港要“大力发展创新及科

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

当前，国家科技计划正以更大力度、更大范围对香港和

澳门开放。今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重大

项目在生命健康、人工智能、通信、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

对港澳新增开放 15 个专项，大力支持更多爱国爱港爱澳科研

人员深入参与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相信有中央的坚定支持，有特区

政府的积极作为，只要香港充分发挥自身所长，继续用好一

系列政策支持，一定能更好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为建设

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为香港科创发展
持续注入动能

江 琳

“想回到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祖国

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每一位侨界人

才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回国理由，这些理

由汇聚成一句话：心怀祖国、情系桑梓。他

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回国后也在奋斗

中书写了精彩人生。

拳拳赤子心，悠悠桑梓情。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侨界科

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秉持科技报国理想，

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

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李玉院士一辈子都

和蘑菇打交道，为我国菌物科学事业发展

和食药用菌产业科技进步作出了突出贡

献；陆林院士深耕精神卫生领域，为推动我

国精神医学和睡眠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金磊专注于做人工心脏瓣膜，致力于让

中国人用上安全有效的瓣膜……广大侨界

人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科研一线和产

业前沿奋楫笃行，为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和

经济转型升级贡献了侨界力量。

凝 聚 侨 心 侨 力 ，共 赴 复 兴 征 程 。 自

2003 年以来，“侨界贡献奖”评选表彰活动

已举办 9 届，表彰了一大批创新团队和创

新人才，在侨界产生良好示范带动效果，对

于激励侨界人才立足本职、建功立业、报效

国家发挥了积极作用。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国深入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将为广大侨界

人才施展才华、创新创业创造更好条件。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

新发展格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广大

侨界人才拥有更广阔的舞台。广大侨界

人才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

一起来，在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方面体现新面貌，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团结奋斗、开拓创新，一定能在新征程

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侨

界力量。

在新征程上贡献更多侨界力量
程 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

一直以来，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心怀祖国、情系桑梓，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

时期都发挥了独特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前，中国侨联举办第九届“侨界贡献奖”颁奖仪式，表彰侨界先进，凝聚侨界人才。

我们聚焦 3 位获奖的侨界代表，讲述他们立足本职、创新创业的奋斗故事。他们的故事，

也是广大侨界人才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的生动缩影。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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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磊 受访者供图

◀陆 林 受访者供图

位于香港岛与九龙之间的维多

利亚港，是世界知名的天然深水港，

奠定了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11 月 15 日至 16 日，维港之滨，

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 余家

行业组织及企业参加第二届“世界

航商大会”，与会人士以“凝聚合力，

共创未来”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深入探讨航运产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与机遇，推动构建全球航运新

生态。

作为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

贸易及物流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约 1/5，其中航运承担了香港近 90%
的对外商品贸易量，是香港长期繁

荣 稳 定 的 重 要 支 撑 。 凭 借 多 重 优

势，香港在国际航运业中也占有独

特地位。香港是世界第四大船舶注

册地，截至 2020 年底，香港拥有超

过 2600 艘 船 舶 、注 册 总 吨 位 逾 1.3
亿吨；国际航运公会 2019 年在香港

设立中国办事处作为其伦敦总部以

外的全球首个办公室；波罗的海国

际航运公会于 2020 年 9 月宣布，把

香港列为第四个指定仲裁地，香港

跻身世界顶级海事仲裁中心之列。

记者注意到，此次参会人士除

了来自航运港口业，还有物流、贸

易、造船、金融等行业的从业者。作

为第二届“世界航商大会”主办方之

一，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缪建民介绍，

航运产业链组成复杂、涵盖领域广

泛，香港作为久负盛名的国际航运

中心，在市场讯息、法律仲裁、金融

投资等航运服务中拥有综合性优

势，“大会筹备得到了全球各地业界

人士的支持，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

航运中心的号召力，也让香港国际

航运中心的招牌更加闪亮”。

会议期间，由招商局集团旗下

招商轮船发起、40 家相关企业和机

构共同参与的《航运绿色能源倡议

宣言》发布。该宣言倡导航运绿色

能源产业链的各方共同行动起来，

为航运业提供可供加载绿色燃料的

基础设施，加快船舶使用绿色燃料的进程，努力实现海事减排

低碳目标。

16 日的分论坛会议上，与会者通过逾 50 个线上专题直播

间，围绕“合作共赢，共同构建韧性供应链”等主题，深入探讨

大变局下全球航运产业链的应对之道。

总部位于挪威奥斯陆的风险服务管理机构挪威船级社，

近期宣布在上海成立液化气运输船和替代燃料专家团队。出

席会议的挪威船级社首席执行官（海事）克努特表示，“脱碳”

是航运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找到好的解决方案，离不开整个

产业链的协作。“合作是未来的真正动力，中国内地和香港将

在这场转型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产生更多的创举。”克努

特说。

“智能航运、绿色航运是全球趋势和热门话题，香港有潜

力成为智能和绿色航运的有力倡导者。”香港船东会主席顾之

灏认为，香港应思考如何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用好

香港自身的制度优势和人才优势，在绿色融资、绿色航运、环

境保护和减排方面共同促进全球航运的增长，为全球航运业

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不断努力。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

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特区政府将坚定不

移地对航运业提供支持，大力发展高增值航运物流服务，吸引

更多高素质航运商来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上表

示，依靠友善的营商环境、税制、法治制度以及世界级基础建

设等有利条件，香港将继续成为内地与全球的商业和物流通

道，为香港以及合作的各方主体提供更多新机遇，在产业链中

共同促进全球航运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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