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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再生运动医学市场机遇

2009年，曾胜前往瑞士求学，在苏黎世大学
完成了本科到博士后的学习和研究。几年下来，
学术上小有成就，事业发展前景明朗，但心底那
一轮故乡的明月却一直牵引他踏上归途。“作为一
名科研人员，我还是希望能将所学运用到国内相
关领域。”曾胜说。

“之所以选择生物医药，是因为我从小就有
个科学家梦。小时候我特别爱做实验，还在家里
建了间孩子版的‘小型实验室’。高中毕业时，对
我来说，生命科学是所有理工学科里吸引力最大
的，因此大学专业我就选了生命科学，之后就在
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了。”在曾胜看来，再生运动
医学作为交叉学科，结合了再生医学与运动医学
的前沿领域，是用再生医学手段解决传统运动医
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即通过组织、结构或器官的
再生诱导，实现运动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恢复。数
据显示，运动医学占据全球骨科市场20%以上的
份额，但由于行业技术壁垒高、专利技术封锁等
原因，中国运动医学器械领域仍以进口产品居
多。随着国内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不断增长，曾胜
打定主意要回国创业。

彼时，《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正在如火
如荼实施，这正是曾胜最终选择在南海之滨创业
的原因。他说：“来海南前，我已在全国多地的医
药产业园考察过。对初创企业而言，海南自贸港

的开放政策、博鳌乐城在医药领域的优惠政策，
都彰显出这里的引才诚意。海口国家高新区药谷
工业园的招商工作也很到位，可以为团队创业提
供全方位辅导，园区还在办公场地、奖补政策、
人才引进等方面开设了‘绿色通道’。”

2019年，曾胜入驻药谷工业园，创办海南苏
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以可吸收生物材料、
组织工程技术和干细胞技术为基础，在运动创
伤、退行性骨关节疾病等领域，研发能进行精准
治疗的医疗器械和新技术疗法。即将开启人生新
阶段，曾胜既兴奋又有些忐忑。

“探索先进的生命科学、材料学技术”

公司成立之初，团队的 3名主要成员曾就聚
焦于哪个技术方向有过分歧。曾胜回忆说：“我
们的研发是针对软组织修复的，这种修复有多
种适应症，一方面是运动医学针对各关节的修
复，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医学美容。坦白说，医
美行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相对来看确实
更赚钱。”

曾胜的内心有过挣扎。但最终，他还是决定
做自己最初想做的事。“探索先进的生命科学、
材料学技术，设计制造出最合适的医疗器材——
相较于赚‘快钱’，做这样的事让我更开心。”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运动行列，但运动
前缺少热身、运动后缺乏拉伸等不良运动习惯很
容易导致身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股骨骨折就

是临床上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如果治疗不当，
可能引起下肢畸形和功能障碍。曾胜团队设计研
发的“股骨颈平行固定钉系统”解决的就是这一
难题，通过特殊的钉板系统将股骨动态固定，帮
助人体恢复。

这样的治疗过程看似简单，但长久以来，螺
钉制造技术被国外公司垄断，小小一颗螺钉就需
要将近1万元人民币。

为了实现螺钉国产化，曾胜带领团队经过两
年摸索，终于一点点地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他们
将软骨 ECM（软骨脱细胞外基质）加入骨修复材
料，搭配复合材料配方，制作出下面是骨修复材
料、上层是软骨修复材料的复合骨和软骨支架，
再用“金属股骨颈固定钉”固定。这款自主研发的

“神奇螺钉”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技术评
审，未来将造福更多患者。

攻克更多科研难题

如今，通过研发可吸收材料，曾胜团队已
推出一系列运动医学医疗器械产品。从可吸收
材料到再生材料与组织工程，曾胜团队将关注
点放在了另一科研难题上——人造软骨。“软骨
再生是国际上公认的难题，全球都在寻找完美
的软骨再生材料。”苏生生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晋说。

经过一次次实验、验证，曾胜团队以异种
原位软骨为基础，模仿软骨的 3D 空间结构，模
拟软骨细胞生长的微环境，终于研发出了易吸
引软骨细胞进入、均匀附着的新一代支架材料。
这款新材料具有排异反应弱、周期短、费用低的
优势。

曾胜团队的一次次技术创新，吸引了投资者
目光，2020 年底，苏生生物顺利完成融资。如
今，苏生生物吸引了更多高层次海归人才加盟，
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截至目前，曾胜团队已搭建起完整的组织工
程与再生医学实验研究平台，包括材料工程研究
中心、加工中心、分子生物和细胞生物学研究中
心、动物实验中心等一系列功能单位，同时完成
了符合国际 GMP标准的 III类医疗器械生产车间
建设，使企业可以高效、完整地开展医疗器械和
组织工程产品的自主研发工作。在此期间，苏生
生物也顺利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
新”企业的认定。

“我们希望团队的研究成果能切实改善人们
的生活品质，解决运动系统的再生医学问题，这
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曾胜说，“我们将加大研
发力度，力争两年内让更多在研产品上市，让

‘海南创造’为再生运动医学的创新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

采摘葡萄、接待游客、直播带货……95 后
姑娘潘雅洁在自己一手打造的乡村田园综合体
里忙着，满头大汗。

今年 26 岁的潘雅洁在海外求学多年，2022
年硕士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肥西
县，致力打造“农、旅、居”三位一体的乡村田园
综合体。“初中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国外求学，没
有陪在父母身边。现在硕士毕业了，还是想念
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温馨。我回来后不仅能替父
母分担一些压力，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所见所
思所学，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绵薄之力。”潘雅
洁说。

潘雅洁打造的乡村田园综合体位于肥西县
紫蓬镇，总占地面积约400亩，业态规划有农业
种植、牲畜养殖、观光旅游、休闲垂钓、酒店民宿、
研学基地等子项目，以期实现农业、旅游业与服
务业的有机结合。

从市场调查、选定水果品种，到与专家交流
取经、打通产品销售链条……从一开始的水果种
植“小白”到如今的半个专家，经过 1 年多的经
营，潘雅洁田园综合体内的葡萄、梨子种植基地
已初具规模，带动当地近 50名村民就业。据潘
雅洁介绍，每年的人工费大约在200万元人民币
左右，她计划明年再开放一定面积新梨园，届
时会为周边村民提供更多工作岗位。

目前，潘雅洁正在为产品申请商标，她的
目标是通过把控品质，抓准产品定位，建立起
自己的品牌。同时，她也在积极打通线上直播
销售通道，计划到 2025年实现田园综合体营收
1000万元。

潘雅洁本科就读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
林斯伯勒分校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就读于英
国南安普顿大学时尚品牌和市场专业。她准备
再次前往这两个国家，考察相关农企，将当地一些特色经验引到肥
西，并邀请一些专家来肥西交流。

“年轻人需要敢拼、敢干。希望有朝一日，消费者一提到葡萄、梨
子，就能想到我们家。”潘雅洁笑着说。

如今，在江淮大地上，像潘雅洁这样在乡村创业的海归故事越来
越多，一些海归青年投身乡村建设，成了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多年来，安徽各级政府通过“外引”与“内育”
相结合，支持、引导各类人才留在乡村。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相关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安徽已培育高素质农民超35万人，农村实用人才规
模逾270万人。

2023年4月，安徽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技下乡、能人返乡、青年留乡、
企业兴乡的“四乡工程”，吸引、培育更多活跃在乡野间的“新农人”。与
此同时，在支持青年返乡创业方面，截至 2023年 5月，省内已累计命
名安徽省大学生返乡创业示范基地 172个，完成 2022年皖北地区青年
创业贷款财政贴息工作，对502个青年创业贷款项目予以支持。

（来源：中新社）

10年海外求学生涯，他不曾忘记自
己最初的梦想；瞄准生命科学领域，他
在动物发育、细胞凋亡和再生分子机制
领域取得突出成果。他就是海口市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海南苏
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胜。去年
11月，曾胜获评2022年度“海南省有突
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如今，怀着创业激情与钻研技术的
坚定，曾胜带领团队在运动医学器械产
品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在骨科再生医
学领域拥有30余项专利，尤其是他们自
主研发的软骨新一代支架材料，为患者
带来了福音。

破解软骨再生难题
——记留瑞海归、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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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软骨再生难题
——记留瑞海归、海南苏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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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胜解释“金属股骨颈固定钉”的修复原理。
受访者供图

▶曾胜解释“金属股骨颈固定钉”的修复原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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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充分发挥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集聚、培育、孵化、拓
展”功能，辐射带动区域人力资源服
务业不断创新发展，在地区发展和
人才集聚中不断释放人才服务价
值。目前，省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已超1万家，从业人员8万余人。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副厅长周春艳介绍，山东将深
入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提
质增效行动计划，集成产业、创
新、人才、资源、政策等要素，助力
人才引留。

在国家级园区方面，引导济南、
青岛、烟台3市结合自身产业、地域
和人力资源优势，探索错位互补、
多极发展模式；在省级园区方面，
充分发挥产业园“集聚、培育、孵化、
拓展”功能，辐射带动区域人力资源
服务业发展，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
端延伸；在地域性园区方面，鼓励
各地培育运营规范、功能完备、特色
鲜明、效益明显的市级产业园。截至
目前，山东已拥有 24 家省级产业
园，实现16市全覆盖，承载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及各类配套企业 1163
家。其中，规上企业达 194 家，同
比增长 34%。2022 年，山东各类机
构帮助实现就业和人员流动近 1300
万人次，成功推荐选聘各类人才 9
万余人。

依托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山
东聚焦人才吸引、评价、使用、激励保
障等关键环节，深耕招聘服务、劳务
派遣、人力资源培训等传统业态，积
极培育猎头服务、管理咨询、人才测
评等新兴业态，打造人才集聚“引力
场”。同时，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互
联网”行动，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
联网等新技术，加大专业化人力资
源服务产品开发设计，推进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智慧转型。截至目
前，全省开发的人力资源服务产
品 已 获 得 专 利 及 软 件 著 作 权 近
5000 项。

为更好引进海外人才，山东还
着力打造具备全球化服务能力的市
场化人才服务平台。“青岛聚焦日韩
和上合组织国家，加快布局国际化
人力资源服务网络，丰富人力资源
产业生态链。全市在境外设立人力
资源分支机构（联络站）230 余个，
服务用人单位2400余家，开展涉外
招聘、派遣、高端人才寻访、职业
培训等人力资源服务的年贸易额达
13亿元人民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说。

（来源：中新网）

山东打造人才引留“强磁场”
吕 妍 范洪艳

创业资讯

上图：潘雅洁在水稻种植
基地查看水稻长势。

陈家乐摄
左图：潘雅洁在果园里采

摘葡萄。 陈家乐摄

曾胜在第37届世界运动医学大会上发表演讲。 受访者供图

近日，2023 东北亚（沈
阳）人才交流大会在辽宁沈
阳新世界博览馆举办。该会
是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
人才盛会，搭建了海内外高
校毕业生与“三省一区”（辽
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
蒙古自治区）企事业单位的
交流平台。

今年，大会共征集优质
单位 7700 余家、工作岗位
15 万个。其中有华晨宝马、
中航沈飞、中国航发黎明、新
松机器人、中国一汽、哈电电
机等 500余家单位现场参会
揽才。

图为与会人员在展台前
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赵敬东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