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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青春

面前的裴颢，温文尔雅而又侃
侃而谈，兼具理工科出身别有的严
谨与创业者的豪情。与许多初创团
队的负责人一样，他的行程安排得
满满当当，采访结束后就要立刻前
往上海，商讨产品研发中的几处细
节。“创业者都是‘空中飞人’，这话
不假。”裴颢说。

创业资讯

创业派创业派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杨绍功）盛夏，苏州独墅湖畔，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
医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研究员马瑜婷正带领团队，争分夺秒推进研究工作。

这两天赶上重要实验节点，她整日穿梭在一条走廊之隔的实验室和办公室
间，时而神情专注，时而步履匆匆。

走廊的墙上有马瑜婷课题组的介绍，其间的一句话让人振奋：“实验难免
有失败，但科研没有死胡同，潜心思索的人总会迎来柳暗花明。”马瑜婷说，
这是她的工作信条。

马瑜婷与科研结缘，始于中学时代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奇妙自然现象间
复杂的关联让她着迷。高考之际，身患肿瘤的爷爷在多轮痛苦的化疗之后，遗
憾离世。感同身受的马瑜婷暗下决心：将来要做医学研究，找到治疗肿瘤的办
法，减少亲人的痛苦。

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瑜婷

“科研没有死胡同”

2005年，马瑜婷从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院本科毕业，跨专业报考了该校
同济医学院的免疫学硕士，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被录取。2008年，她赴法国攻读
免疫学博士学位，选择当时冷门的肿瘤免疫方向，开启了全新的探索。

在巴黎，马瑜婷一周工作 80 多个小时，拼命阅读文献，密集安排实验，
苦苦思索突破口。最终，她以扎实的数据找到了细胞死亡调控肿瘤免疫的关键
证据，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申请了国际专利，并提前获得了免疫学博士
学位。

2015年，马瑜婷婉拒国外的工作邀约，回国加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苏州系统
医学研究所。她说：“学了本事要回来服务自己的祖国，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
事情。”

如今马瑜婷不仅担任研究所所长助理、免疫平台主任，作为博士生导师，
她还带领年轻的研究团队在肿瘤免疫方向继续攻关。

同事和学生们说，马瑜婷每天精力饱满、分秒必争地忙碌，不仅密切关注
领域内的前沿进展，还能另辟蹊径提出新思路，关键实验环节经常挽起袖子和
大家一起干。大量的实验室数据中，最终能够用于论文发表的数据可能不到全
部实验结果的十分之一，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坚持实事求是。

经过反复实验，马瑜婷团队找到了压力应激抑制肿瘤治疗效果的“帮
凶”——糖皮质激素，发现了压力应激影响肿瘤患者预后的生物标志物和潜在
治疗策略，填补了国际上的一项认知空白。

现有的绝大多数肿瘤免疫药物和疗法是基于国外科学家发现的靶点而开发
的，马瑜婷希望带领团队探索更多原创靶点，进而开发创新药物。她说，在国
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科学家一定可以做出更多一流成果。我们的研究投入多
一分，成果多一分，肿瘤患者的痛苦就能少一分。

目前，她的团队已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肿瘤免疫领域的论文 50 多
篇，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内外专利。

繁忙的科研之余，马瑜婷投入大量时间开展科普活动。她说，要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一定要重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要靠一代代人的持续努
力。非常希望通过科普活动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吸引年轻人亲近科学，投身
科学研究工作。

采访结束时，马瑜婷悄声问道：“我能不能做个广告？”听完她的请求记者颇
为感慨，她的“广告”是：“希望更多的学子报考医学院校，加入我们的队伍。”

马瑜婷在实验中。 （受访者供图）

本报福州电 （记者刘晓宇） 日
前，福州市发布 《关于做好 2022 年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通知》，推出
18条措施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来榕就
业创业。

通知指出，全年提供 10万个就业
岗位招聘高校毕业生，其中工业龙头
企业岗位 3000个，商贸龙头企业 4000
个，国有企业岗位 3000 个，事业单位
岗位（含聘用岗位）6000个。

中小微企业招用在榕首次就业的
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 1年
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
险的，按每人 1000 元标准给予企业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企业招用毕业
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 1年以上劳动
合同并参加失业保险的，按每人1500
元的标准，给予企业发放一次性扩岗
补助。

支持线上教育、文化创意、新媒
体运营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支持微
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就业，引
导高校毕业生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
等多个领域灵活就业。

实施城乡基层就业岗位募集发布
计划，城乡社区工作者队伍空缺岗位
要优先招用高校毕业生，或拿出一定
数量岗位专门招用高校毕业生。

通知明确，国内“双一流”建设
高校、境外著名大学全日制硕士研究
生、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来榕工作，与
企业签订三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落地
一年后给予硕士每人 3万元、本科每
人1.5万元人才奖励。

将有意在福州市就业创业并落户
的非本地生源、毕业三年内未就业的
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技工院校全日制

（预备） 技师班毕业生纳入人才储备
范围，给予三个月未就业生活补助，
补助标准从每月760元提高到880元。

继续开展“植根榕城”优秀创业
项目资助，评选 100个创业项目给予
3万元—10万元资助。落实创业担保
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
业补贴、场租补贴、创业工位、社保
补贴、自主创业税收政策认定等优惠
政策。

通知要求，把脱贫家庭、低保家
庭、特困人员以及有残疾的未就业困
难高校毕业生，作为“一对一”结对
帮扶对象，人社部门根据困难高校毕
业生专业计划安置至国有企业。

对通过市场化方式难以实现就业
的毕业生，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
兜底安置。对城乡低保家庭、残疾等
5 类困难群体在榕高校毕业生，毕业
学年可申请享受每人 2000 元的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

此外，为毕业三年内有意来榕求
职实习见习的外地生源全日制高校毕
业生提供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免费住宿
以及就业咨询、创业指导、人才交流
等综合服务，为其留榕来榕就业创业
创造条件。

福州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八条”

“小红薯”背后有大商机

薛平生长于山东农村，自幼跟随父母在田间劳作，深知农民耕种的辛
苦。小时候，他在心底就默默许下心愿：以后如果有能力了，一定要助农
扶农，要帮助父老乡亲把日子过红火。

大学毕业时，他看中了红薯背后的产业发展潜力，就联合一群志同道
合的伙伴，创建了康福莱公司，决心将“小红薯”做成了大生意。但在创
业之初，由于自身经验不足，他与团队只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入手，一点点
融入整个行业与市场。薛平扎进农田，跟着经验老到的种植户讨教红薯种
植的适宜土壤与温度；他往来于田间与工厂之间，向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
学习，反复讨论如何改良工艺，让产品的口感更好。

2012年，已在食品产业深耕多年的薛平，敏锐觉察到传统食品产业的
发展速度明显放缓，互联网将成为行业的未来。为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学
习先进的经营和管理知识，薛平决定重拾学生身份，赴美学习。

对于传统产业来说，转型往往伴随阵痛，但每一次阵痛又会带来新的
机遇。2014 年，薛平结束在美学习之后回国，这一次，对于自己经营多
年的食品领域，他有了些新想法：主动拥抱互联网、拥抱数字经济。他
在思考，迈出产业转型这一步，会不会为自己公司的多种红薯产品带来
更多可能？

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热点，如何以数字平台赋能
实体经济，助力实体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已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
焦点。然而，在他二次创业初期，身边的朋友却并不看好。

“兄弟，现在的互联网都是‘90后’的时代了，你那套传统玩法能跟得
上潮流吗？”这样的声音，薛平听了不少。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创业者要不惧改变，敢于应变。现在市场变化这
么快，如果我们原地不动，就一定会被市场抛弃。”薛平肯定地说。

二次创业发力数字平台

的确，从传统食品产业向数字经济转型并非易事，友人的担心也不无
道理。作为初创公司，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团队发展速度缓慢，最难的时
候，公司只剩下薛平与2名员工苦苦支撑。

那是薛平心里唯一一次产生了放
弃想法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要不我
们不做了，还是回到传统食品产业的
轨道……”出乎薛平意料的是，员工
拒绝了。“‘我们还想再试试，现在远
没到放弃的时候。’这话当时让我特别感动。”薛平回忆说，是两名员工说
服了自己。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时代的信号，转型之初难免坎
坷，但是，谁走在前面、谁先熬过难关，谁就有可能在未来占得先机。“正
是他们的坚持，让我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薛平说。

2020年，集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从上海来到青岛。一次在青岛市欧美
同学会青年委员会的沙龙活动中，薛平结识了 3 名青年海归，他们一见如
故。薛平隐隐感觉到，自己二次创业的强劲助力或许就在眼前。

这3人里面，一个深耕市场，有着很好的业绩；一个钻研技术，曾在世
界500强企业任职运营总监，拥有长达10年的专业经验；一个是商务谈判专
家，参与的项目总成交额价值过亿。大家相谈甚欢，当即决定一起合作，
薛平的新团队正式成立。

经营传统实业的经验与年轻的互联网思维，在一次次磨合中碰撞出新的
火花。新团队首先从数字平台领域入手，建立起专业的 B2B交易平台——
集结优选，并打通支付系统，为食品企业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线上采
购渠道。仅仅两年时间，该平台已成功服务青岛啤酒、菲仕兰等国内外知
名食品企业。

今年 7 月，中国 （青岛） 首届 RCEP 国际食品饮料数字博览会成功举
办。作为活动主办方，薛平带领团队准备了整整3个月，以确保平台上线后
不出一点纰漏。博览会3天时间里，吸引了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观众访问
量突破151万人次。“我们想为国内外食品企业搭建起一座资源共享、沟通
合作的桥梁，让企业‘引进来’‘走出去’的路途更加通畅。”薛平说。

创业“行动派”

在浙江嘉兴桐乡，裴颢与他所创立的墨卓生
物团队在当地颇有名气。一方面，团队以青年科
研人员为主，有好几位主力队员都毕业于世界名
校；另一方面，项目2020年落地桐乡不久，就在
单细胞测序领域表现不俗，在业内有了知名度。

2010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裴颢赴美深造，
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在投行工
作过一段时间，但不久他就离开金融行业，入职
哈佛产业转化研究院，从事医疗器械的设计与研
究，再次做起了科研老本行。

“年薪 20 万美元变成了 3 万美元”，落差虽然
很大，但是裴颢并不遗憾，“我对做科学研究一直
很感兴趣，能够站在前沿领域探索更多奥秘，这
绝不是高薪可以带来的。”与此同时，受到身旁
许多博士朋友的影响，裴颢也有了继续攻读博士
的想法。在研究院工作一年后，他重返校园，开
启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师从世界微流控领域杰出
科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韦茨。他是裴颢的
良师益友，也是日后创业路上的坚定伙伴。

再次回到哈佛，裴颢在实验室里带头开展单
细胞测序技术的开发。彼时，国内创新创业的一
片热土已吸引了不少裴颢的同学回国，进行技术
成果转化，他也在密切关注着国内相关领域的行
业发展。“2010 年前后，国内早期的种子基金到
美国一流高校办讲座，我就常去旁听。”裴颢
说，他后来还在哈佛创办了风险投资俱乐部，邀
请创业者、投资人来和学生分享经验心得。前期
的各种经历，仿佛早已为裴颢最终回国创业的决
定埋下伏笔。“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我都喜欢当

‘行动派’，不管是做科研还是创业。光有想法远
远不够，关键是付诸实践。”他说。

引才受益者

“乌镇院士之家”是浙江省第一批、嘉兴首
家省级“院士之家”，作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美国科学院、美国工程院、美国艺术与科学
院院士，大卫·韦茨正是“进家”院士之一。老师选
择了这里，令裴颢决定在嘉兴落地创业的想法更
加坚定。两年前，墨卓生物正式落户乌镇，如今已
完成A轮融资1.8亿元人民币，团队正在持续加大

精准医疗、数字医疗的分子诊断试剂及精密仪器
的研发制造力度，不断提高产品稳定性。

裴颢同样是引才政策的受益者。近年来，嘉兴
出台“创新嘉兴·精英引领计划”“创新嘉兴·优才
支持计划”等一系列方案，加强对青年人才的引才
力度，在创新创业、见习实习、人才安居、医疗保
障、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提供支持，为引进的人才
解除后顾之忧。

团队的“微流体生物检测芯片”项目，成功入
选了“创新嘉兴·精英引领计划”领军人才孵化移
植项目B类。裴颢介绍，从项目申报、资金支持，再
到配套的人才政策，政府务实高效的“保姆式”服
务让创业团队可以专注于技术研发，提高项目推
进速度。

作为嘉兴重大人才工程的代表之一，“创新嘉
兴·精英引领计划”自2010年启动实施以来已进行
多次升级，而今的“4.0版”更为积极开放——增设
青年人才项目，更加注重引进海外青年人才和提
升项目实效。

“归国创业是最让我有成就感的决定。把自己
的研究专长与国家发展所需紧密结合，是我们的
创业路能走得如此通达的关键！”裴颢感慨地说。

创新在路上

单细胞测序技术十几年前问世，其创新之处
在于在单个细胞水平上研究基因表达，对整个基
因测序行业影响深远。裴颢团队研发的高通量单
细胞测序，相当于一个“测序领域的显微镜”，“这
个‘显微镜’可以看到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理解
每个细胞是怎样‘说话’的。”

为了不断提高产品稳定性，裴颢与团队成员
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实验。生物实验存在诸多变量，
温度、湿度的微小差异都可能使得实验结果相去
甚远。“曾经我们在实验中有180多个参数，这就是
180 多个变量。如果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就会又产
生一种可能性。”经过潜心攻关，裴颢带领团队终
于成功完成实验，其团队的高通量单细胞建库的
解决方案，捕获率和稳定性都可以比肩国外的知
名企业。

裴颢坦言，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也让他经历
了从科研人员到创业者的心态转变。他表示，“做
科研的焦点在于技术，但创业并不仅限于此，创业
关注的重点是产品。创业者必须要考虑市场，有时
埋头做科研时，会不停地想进行技术迭代，甚至忽
略了市场需求，这是科技成果转化要避免陷入的
误区。”

“要学会多角度思考问题，创业者需要换位思
考。站在此刻去看过去和未来，甚至还要站在未来
看此刻。”奋力奔跑在生命科学的赛道上，裴颢与
他的这支年轻团队正在单细胞领域大胆创新，为
临床诊断和药物开发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手段。

“显微镜”下看细胞“说话”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留美海归裴颢带领团队发力单细胞测序技术——

创业路上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业 丰

创业路上

“一个好汉三个帮”
业 丰

薛平 （左一） 与后来成为他二次创业中强劲助力的
3位青年海归。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图：裴颢在实验中。
左图：裴颢 （右） 向到访嘉宾
介绍公司的高通量单细胞测
序产品。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