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责编：孙亚慧 邮箱：hwbhgcy2018@126.com

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2021年9月22日 星期三

病房里的团聚

8 月 20 日，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大骨节病公益项目 2021年第二批
来京治疗的 8 名患者顺利结束手术和
康复治疗，出院返乡。

此批来京治疗的患者共有 19 名，
林剑浩是项目总负责人。在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骨关节科的大力支持与配合
下，所有患者手术均已顺利完成。返
回西藏前，大骨节病患者与家属还乘
车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他们脸上洋溢
着激动与幸福的笑容。

大骨节病公益项目从 2018 年 9 月
开始调研筹划，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组织工作队先后 7 次赴藏，在林
剑浩团队往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昌
都市洛隆县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患者
数量和患病程度，与当地县委、县政
府及卫健委等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争
取他们对项目的支持，制定项目实施
方案，为项目的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在洛隆县，俄加卡、阿朗措姆夫
妻俩如今行走自如，干起农活来手脚
麻利，若是退回到一年多以前，这是
夫妻俩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阿朗措姆患有严重的大骨节病，
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俄加卡则时常
感到关节疼痛，无法外出工作。两口
子同时患病，严重影响了家庭收入，
一方面家中无法承担两人的手术费
用，另一方面如果只给一人做手术，
又无法彻底改变家庭现状。2020 年 8
月，经多方讨论，基金会决定同时为
夫妻俩进行左侧膝关节置换手术。

“费用我们全包，你一分钱不用
出。”工作人员对夫妻俩说，彻底打消
了他们对费用的顾虑。

手术后，夫妻二人都恢复得很

好，俄加卡刚刚能下地走路便迫不及
待地来到了妻子的病房，他们对基金
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次病房里的团聚
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

从观望到欣然报名

“明天我还要再飞昌都，这次就在
北京待两天。”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见
到林剑浩的时候，他刚从西藏返回，
为了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国家组织人工
关节集中带量采购申报信息公开大
会。会议一结束，他就又要回到西
藏。从 2015年夏天至今，他已经往西
藏飞了 30 多次，带领团队累计义诊
3500余人。

作为一名外科专家，无法在当地
为病患实施手术，这刺痛了林剑浩的
心。从 2016 年开始筹划，一年多之
后，林剑浩与留德海归、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李虎一道，
自费前往昌都的八宿县，进一步了解
当地情况，为患者进行义诊筛查，并
试图找到大骨节病的病因。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2020 年
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
示，大骨节病病区县数 379 个，已消
除县379个，现症病人17.8万人。林剑
浩告诉记者，目前来看，关于大骨节
病的发病原因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
法，地理环境、生活条件、饮食结构
和生活卫生习惯都有可能是造成大骨
节病的原因，接下来要着重解决现有
病例的治疗。

“2019年，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
会在关键节点上给我们提供了支持，
帮助我们打开了新局面。”林剑浩说。

然而，在大骨节病公益项目实施
初期，不少藏族同胞持观望态度，不
敢轻易接受手术。通过前几批项目的

有效实施、看到同乡通过手术消除了
病痛后，当地患病群众才开始踊跃报
名参加项目，要求进行手术治疗。“从
观望到欣然报名参加项目、接受手
术，患者在思想上有了巨大转变，这
也是我们项目的重要意义所在。”中国
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说。

有效整合留学人才资源

截至目前，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
金会大骨节病公益项目共投入资金近
320万元，为 105名藏族大骨节病患者
提供了 146 例膝、髋关节置换手术及
康复治疗。

项目自设立之日起，便组建了一
支以留学人员为代表的医疗专家队
伍，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积水潭医院、协和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309医
院） 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海归医疗
专家为该项目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保障。

去年，大骨节病公益项目开展了
“师带徒”配套项目，通过一对一指
导，大力培养当地医生，同时积极推
动当地医院手术室的改建和完善。通
过一系列努力，已基本形成“病情复
杂患者来京治疗、病情较轻患者在当
地治疗”的局面。

就在 9 月初，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与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北京援
藏指挥部共同主办的“西藏大骨节病
临床诊疗专家共识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形成的 《西藏地区大骨节病临床
诊疗规范专家共识》，将用于指导西藏
各级医疗机构，科学开展大骨节病诊
疗工作。

去年 11月，工作队前往洛隆县回
访，远远地便看到俄加卡、阿朗措姆
夫妻俩张开双臂走来，热情相迎。阿
朗措姆说，自己现在不仅能走路，还
能做家务、养牦牛，将家中事务打理

得井井有条，俄加卡因此能在硕督镇
安心陪孩子上学。俄加卡走起路来稳
稳当当，丝毫看不出往日饱受关节疼
痛折磨的痕迹。“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夫妻俩开心地说，眼角的笑意藏
不住。

“目前，大骨节病的救治工作已进
入全新阶段，接下来，开展对存量患
者的治疗和康复工作是西藏大骨节
病防治过程中的重点、难点。我们
将继续积极参与到大骨节病的筛查
工作中，同时有效整合留学人才医
疗专业资源，使留学人才和被服务
的藏族同胞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社会
效果。”曹卫洲说。

（本文图片均由中国留学人才发展
基金会提供）

“水果大王”的遗憾

1982年7月的一天。30多岁的马合木提·买提热木乘毛驴
车，花2个小时从村里到新疆鄯善县，又换上绿皮火车，从吐
鲁番赶往广州，花费了近一周的时间。

他用“人肉”带货的方式，将一颗哈密瓜从家乡一路
背到了广州。到达当晚，马合木提和广东的朋友们分享了
这个瓜。

自此以后，哈密瓜的风味常被朋友们挂念，每次见面都
问：“什么时候回新疆？从新疆返程时告诉我，我去火车站接
你！”朋友们盼着再吃到哈密瓜。

那时，马合木提在广州批发家乡特产。哈密瓜和葡萄，
是他家乡新疆吐鲁番最重要的两种特产，葡萄可以晾晒成葡
萄干，哈密瓜却只能鲜食。

尽管当时广州市面上哈密瓜极少，价格昂贵，但马合木
提从不敢成规模销售哈密瓜，只能主营葡萄干。受制于当时
交通运输条件，哈密瓜长途运输货损严重，难出远门。

历经 40 多年的耕耘，如今，马合木提的葡萄干生意在
家乡数一数二，老人及儿子是吐鲁番重要的“水果大王”。
退居二线的老人，却始终有一个心愿未了：把哈密瓜卖到
更远的地方。直到去年，长孙阿地力江·阿卜杜力完成了他
的心愿。

本报电（记者孙亚慧） 近日，海外人才创业大会在湖南
自贸试验区长沙片区雨花区块举行，18个来自北京和长沙的
海归创业项目同台比拼，取长补短。

海外人才创业大会是北京市朝阳区重点打造的面向全球
海外人才的创新创业平台，包含创业大赛、创新峰会等品牌
内容。从 2013 年举办至今，共吸引来自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 2.3 万余名归国或海外创业者，累计选拔出 5000 余个项目
落地。

今年5月，湖南长沙·北京朝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
在长沙举行，两地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及12个专项合作
协议，共同谱写跨区域合作新篇章。

刘铠文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所带来的创业
项目致力于青少年科学素质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项目依托人
工智能、大数据、自适应测试等技术，探索适合青少年的创
新型学习体系，努力让孩子们了解并热爱上自然科学、应用
科学、社会人文，为他们量身打造项目式的探究方式。

从新零售到文化创意，从智慧家居到露营集市，18个海
归创业项目纷纷亮相，获得与会者与投资机构青睐。据了
解，活动中，6个来自北京的创业项目还与长沙“海梦岛”创
客空间签订落地服务协议，后者将为其打造高效发展的成长
环境，为海内外人才来湖南创业提供服务。

本报上海电 （记者巨云鹏） 近日，
记者从上海市司法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该局推出的“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重点项目“办理公证‘少
跑腿’”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200 个
公证服务项目实现“最多跑一次”。

上海市公证协会党委副书记、市司
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张承斌介绍，
今年办理公证“最多跑一次”服务在原
有 103个事项基础上增加 97个，其中涉
企事项在原有 22 个基础上增加到 53

个。“一次都不跑”服务试点事项增加
29 个，试点事项目录增加到 120 个，其
中涉企事项 14 个。经过扩容，“最多跑
一次”服务事项基本覆盖包括自然人经
历、专业技术资格、婚前财产约定等群
众需要的高频公证服务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群众需求较多的购
房、贷款等经济活动中的委托书公证，
此次也纳入“最多跑一次”服务范围，
疫苗接种证明公证纳入“一次都不跑”
服务试点事项。

新华社海口电 （记 者赵叶
苹） 记者从海南省科技厅获悉，
截至今年 8 月底，海南省院士创
新平台总数达 148 家，柔性引进
院士百余名，为海南科技创新发
展增添智力与活力。

今年上半年，新设立海南省
院士创新平台 12家，其中院士工
作站 9 家，院士团队创新中心 3
家，柔性引进院士 10余名、院士
团队成员30余名。

这 些 院 士 创 新 平 台 研 究 方
向涉及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海
洋信息、热带农业、新闻传媒等
领域。

为 发 挥 好 院 士 创 新 平 台 作
用，去年底，海南省科技厅还首
次设立院士创新平台科研专项，
重点支持院士科技成果在海南转
化应用和产业化的项目、促进重
点产业学科建设的项目和带动创
新型人才培育的项目。

大骨节病是一种地方性、慢性、多发性、变
形性骨关节病。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洛隆县是大骨
节病重灾区，生活在这里的不少群众长期饱受大
骨节病折磨，不仅严重影响劳动能力，甚至连正
常行走都是奢望——重症大骨节病患者需要常年
依靠拐杖、轮椅生活。

2015年，一次在昌都地区的义诊活动，让留
美海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主任林剑浩
受到了深深的震动——一些大骨节病患者情况严
重，但当地却不具备诊治条件。从此，西藏的大
骨节病患者成了他心中的一份牵挂，一份执念。
在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洛隆县更
多的大骨节病患者有了去北京做手术的机会。

北京曼巴
给藏族同胞送健康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电商！年轻一代的秘诀

留学日本的阿地力江记得，2019年初，他在日本的超市
里看到一颗4斤重的哈密瓜。瓜的外观近乎完美，且每颗瓜竟
然一个模样，但一看价格，1000多元人民币，他当时惊呆了！

2020 年 3 月，阿地力江和叔叔艾可热木·买合木提合作，
在某电商平台开了一家鲜果店铺。在日本的阿地力江负责店
铺运营，在新疆的叔叔负责采购发货。

业绩出乎意料。仅凭哈密瓜一个单品，他们的鲜果店铺
成为2020年度平台哈密瓜销售前三名店铺，日发货平均6000
单、近30吨哈密瓜。

他们有秘诀。领先同行的运营、物流速度，抵消了新疆
与东部市场超长运距的弊端。

每天下午，阿地力江通过当日平台的销售及访客情况，
预估第二天货量，给在新疆各地瓜田一线采收的叔叔提订
单。当晚，叔叔将订单分解到各个种植合作社。第二天一
早，合作社甄选哈密瓜。中午，新瓜运至乌鲁木齐中转仓，
哈密瓜在此完成打包、封装。

当天17时左右，以千件计的哈密瓜搭乘物流货车，从乌
鲁木齐中转仓转运至乌鲁木齐机场。借助空运，最长不过 48
小时，国内顾客就能收到哈密瓜，而距离哈密瓜从地里摘
出，不超过60个小时。

留日归来服务家乡

2021 年 5 月，留学日本的阿地力江大学毕业。第二天，
他被爷爷“勒令”回国。回新疆的第二天，他发现爷爷已为
他租好办公室。老人的要求很明确，把从日本带回来的生意
经，用好。

“爷爷给我说过，在国外学会了本事，一定要回到家乡，
这里是我的根。”阿地力江说。

后台数据显示，阿地力江店铺的顾客，以长三角和珠三
角顾客居多，回购的老顾客超过半数。

“其实不是我做得好，是新疆的哈密瓜太甜了。”阿地力
江很谦虚，但阅历丰富的马合木提清楚，关键在于，传统农
业正被新的电商改变。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记者李志浩 阿曼）

爷孙接力：

新疆哈密瓜的
东游“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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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0个公证服务项目实现“最多跑一次”上海200个公证服务项目实现“最多跑一次” 海南省院士创新平台增至148家

林剑浩 （左二） 与医疗团队正在为来自洛隆的大骨节病患者诊治。林剑浩 （左二） 与医疗团队正在为来自洛隆的大骨节病患者诊治。

海 归 资 讯

北京长沙18个
海归创业项目晒创意

从哈密瓜的唯一产区，到距离国内
主要消费市场较远的产区之一，新疆哈
密瓜销售历经怎样的变迁，又呈现哪些
新动向？一对爷孙俩接力卖瓜的经历，
或许能给出答案。

88月月 2020日日，，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大骨节病公益项目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大骨节病公益项目 20212021年第二批来京年第二批来京
治疗的治疗的88位患者顺利结束手术和康复治疗位患者顺利结束手术和康复治疗，，出院返乡出院返乡。。

2020年 9月，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曹卫洲 （左三） 带队前往
洛隆县，调研存量大骨节病患者，并了解已完成手术患者的恢复情况。

来京治疗的藏族同胞在参观
天安门广场时兴奋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