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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总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
屠’，可那时是‘和尚念经，有口无心’。
现在自己能用生物科技救人性命，心里的
滋味大不一样。”日前，归侨程京在北京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生物科技界找到
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象牙塔”中的教授、工程院的院士、
商场上的总裁、首届华侨华人京华奖获得
者……他的角色的确很多，但主题都与生
物芯片有关。他是中国生物芯片的领军人，
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开辟了生物科技的新领
域，并带领企业以高科技产品服务走向世
界。

生物科技界的“钱学森”

程京与钱学森的相似点很多：同样是
在各自研究领域担任领军人物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同样是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的全
国人大代表，同样是在美国学有所成又坚
持回国的科学家。但是，程京却不敢这样
类比：“我一直很崇拜钱学森，对他的经
历有很多共鸣。我希望自己能像钱学森一
样，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服务。”

程京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他是闯入
生物芯片领域的工程师，开创了中国生物
芯片新纪元；他是闯入商海的科研工作
者，带领他的团队杀出重围，被 《财富》
杂志称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水平的生
物技术公司”；他是奔波在政坛的大学教
授，以一名“老海归”的创业经历推动相
关政策的完善。

1999 年 3 月，程京作为清华大学第一
位“百名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回到了祖
国。2000 年 9 月，博奥生物有限公司正式
组建，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也
以博奥为依托应运而生。几年间，程京带
领团队获得了第一张国家医疗器械证书、
第一项生物芯片外国专利授权，并推出了
世界第一张转录因子活性谱芯片、细胞活
力电旋转检测芯片、遗传性耳聋检测基因
芯片、第一张结核耐药检测芯片……显赫
的成就背后是“拼命三郎”程京不为人知
的辛苦奋斗史。

程京还是清华大学的全职教授，承担
着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及医学系统生物
学研究中心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他也是博
奥公司的全职总裁，承担着带领企业在市
场立足、在全球发展的任务。现年51岁的
他每天至少工作 16 个小时，人后拼命钻
研，人前神采奕奕，程京享受这种忙碌的
充实生活。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
是‘填沟的一代’。一方面，中西方在技
术领域差距较大，需要一代人用智力、精
力去弥补技术的鸿沟；另一方面，
我们通过自己的创业实践来
推动相关政策、法律
法 规 的 完 善 ，
争 取 为

后来的人提供更为良好的创业环境。”

商场里的科学家

“Made in China曾经被当做劣质品的
代名词，而现在，我们的技术、产品改写
了西方人对中国企业的认识。博奥生物的
产品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这是最有成
就感的事情。”说起创业，程京的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

程京从2000年创立博奥生物以来，先
后获得10余项国家级奖励，现在已经研制
开发出生物芯片及相关仪器设备、试剂耗
材、软件数据库等四个系列的上百项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商业转化实施率近
60%，其产品和服务出口北美、欧洲、中
东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生产的诊断用
生物芯片产品已进入英国、德国、瑞典、
日本等国家的数百家医院用于疾病诊断。

“一些国外的同行业大公司了解到我
们的产品应用规模之大、人群之广后，觉
得很不可思议。但我们不能沉迷于成就，
也不能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创新而创
新。投入大笔经费做科研的最终目的，是
要将其转化为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能够
造福更多人。”

投身商场的程京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
质，服务民生、减少审批和制定标准成为
他在商场的主题。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程京建议制定国家创新创业的“出口”
政策，以提高创新产品进入市场的速度，并
呼吁政府简化医疗领域创新产品的审批流
程，加快先进科技成果临床转化过程，造福
更多病患。“这是事关民生的问题。”

程京关心的不局限于此，还有
制定产业标准这件大事。“在
生 物 、 医 药 等 行 业 ，
产 业 标 准 大 多
是 由 欧
美

国家制定的，这不仅使我国缺少在行业内
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常常使我们处于受
制于人的被动状态。我们不能轻易妥协、
降低标准，我们必须自己去占领一个新的
制高点——制定标准，这样才能真正与世
界接轨。”

“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程京曾是美国纳米基因公司的首席科
学家。1998年，35岁的程京就和他的团队
创建了世界上首个“1 平方厘米超微实验
室”，被美国《科学》杂志当年评选的“世
界十大科技突破”所引用。国外的发展空
间和舒适生活没有牵绊住程京回国的脚步。
1999年，作为清华大学第一位“百名人才
引进计划”的入选者，阔别中国10余年的
程京带着生物芯片里的中国心回到北京。
从此，中国的生物芯片领域也标记上属于
程京的符号。

生物芯片看似微小，却富含了高精尖
的技术——将半导体材料、制作工艺、表
面化学处理技术与临床检验、分子生物学
有机结合，实现了对重大疾病的提前预防
和个性化检测，除此之外在食品安全、环
境检测和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也有广泛的
应用，真正做到了用科技改变生活。中国
的生物芯片研制因程京回国而正式
起步。

“刚回来一个月900
块钱，和同事在
清华生物
系

腾出的复印机房里工作，工作室里的桌椅
板凳也是从学校走廊捡来的。”程京如今
笑着说起起步阶段的艰苦经历，“一心埋
在科学研究中，也不觉得心酸。”沉湎于
生物芯片研究中的程京成果颇丰，2000年
刚刚起步时带头自主研发的电磁生物芯片
就获得当年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奖。
然而程京没有在奖项中迷失，而是发现了
技术的经济性问题。

虽然技术很先进，但高昂的造价让很
多医院望而却步，于是，2003年起，程京
开始转变发展思路，从研发低端产品逐步
梯次前进到研发高端产品，从而使更多新
技术让老百姓获益。这一思路也被他戏称
为“立地顶天”：先满足普通民众需求、
解决实际问题，待站稳脚后，再开发难度
大、更先进的产品。

“让百姓用得起科技产品，这才是我
们的追求。”谈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他
淡然一笑说：“看到做出来的芯片、仪
器，我没有特别大的成就感，倒是
无意中接触病人、残疾人和
他们的家庭成员时，感
觉很不一样。”

归侨院士程京：

生物芯片里的中国心
本报记者 聂传清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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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柏林演出时，一
位 104 岁的德国老太太 （左
二） 专程驱车400多公里前来
观看，和演员一起合影留念。

本报电（鹏鹏） 日前，应波兰
华人联合会和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邀
请，北京市侨联“北京情思”艺术
团一行 13 人前往波兰、德国为当
地华侨华人进行慰问演出。在7天
时间里，艺术团分别在波兰华沙，
德国柏林、波恩、慕尼黑等4个城
市举行4场演出，约有3000名当地
华侨华人和外国人士观看，为海外
华侨华人奉献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演出的节目具有浓郁的中国特
色和京韵文化，有耳熟能详的经典
歌曲，有神奇莫测的川剧变脸，还
有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麦
表演。演出不仅得到当地华侨华人
的好评，更获得外国友人的盛赞。
在波恩、慕尼黑的演出，还有当地
节目同台参与，增进了中外文化的
交流。

“北京情思”艺术团赴海外慰
问演出作为北京市侨联的品牌活
动，自 2002 年起至今，已连续进
行了 13 年，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
20 多个国家，所到之处均受到当
地侨胞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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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表演神奇莫测的川
剧变脸。

本报电（肖列） 近日，由荷兰
旅荷华侨总会永远名誉会长、南海
普陀精舍会长胡志光率领的荷兰南

海普陀精舍代表团回到中国，开启
宗教文化交流传承之旅。

代表团先后拜访了中国侨联、

国务院侨办、北京侨办、国家宗教
事务局等部门，受到了中国侨联主
席林军、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谭天
星、北京侨办主任刘春锋、国家宗
教事务局副局长陈宗荣、中国佛教
协会副会长演觉大和尚等的热情接
待。

胡志光表示，随着中国的改革
开放和佛教的振兴，中国佛教在世
界各地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海
外弘扬佛教，建立佛堂寺院，不仅
是海外华侨华人继承、维系中华文
化，寻求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获
得心灵慰藉的珍贵纽带，更是中外
民间增进相互了解、促进文化交流
的重要平台。

据悉，8 月 26 日，由侨胞捐建
的荷兰首个佛教场所“南海普陀荷
兰精舍”兴建仪式在乌得勒支启
动。目前，荷兰信众已集资51万欧

元购买了精舍房产，预计
到2015年3月底开光，对
外开放。精舍总共投资约
7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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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博宏） 由博茨
瓦纳中国和平统一统促会、博

茨瓦纳华人慈善基金会主办，博茨瓦
纳各侨团协办的“凝侨力聚侨心，共
圆中国梦”2014 旅博侨界欢度中博
国庆招待晚会，日前在博茨瓦纳首都
哈博罗内举行。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
郑 竹 强 、 博 茨 瓦 纳 前 总 统 费 斯 图
斯·莫哈埃、博茨瓦纳政府信息沟通
协调官、政府发言人杰夫·拉姆齐、
博茨瓦纳原国防军司令马西雷、侨
领、中资企业机构代表、博茨瓦纳和
统会理事及侨界代表500多人出席。

郑竹强表示，今年以来，驻博大
使馆推出了如“压缩办证时间”、“与
12308联网”、“领事巡视常态化”等
便民护侨措施，取得良好效果。为进
一步实现在博华侨的可持续发展，希
望各侨团充分发挥引领作用。郑竹强
呼吁旅博华商规范经营行为，实现经
营业绩与对外影响双赢，同时履行责
任，积极回报当地社会。

杰夫·拉姆齐表示，中博各领域
务实合作也不断深化拓展，希望本着

“互利双赢”原则，继续推进中博经
贸合作。

招待会中，郑竹强、费斯图斯·
莫哈埃等代表走上舞台，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 65 周年国庆及博茨瓦纳共和
国48年独立日共切生日蛋糕。

郑竹强大使、博茨瓦纳
前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等共
切中博生日蛋糕。

柳丰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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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联主席林军 （右四） 会见
荷兰旅荷华侨总会永远名誉会长胡志
光 （左四） 一行。

归侨院士程京近影

9 月 24 日，“中华美
食走出去”论坛在成都
举行。 安 源摄

“ 中 华 美
食走出去”论坛 9 月

24日在成都举行。50余位来自
美国、英国、智利、澳大利亚等国
家的海外中餐业协会负责人及众多
知名中餐企业负责人与会。他们一
致认为，美食可以作为中华文化的
传播载体，促进中外民间交流互
鉴，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

“在全球，中华美食已经成为中
国的名片。”澳大利亚中华经贸文化
交流促进会会长薛水和说，许多外
国友人正是通过中华美食一窥中华
文明的无穷魅力。

“在日本，很多人闭着眼睛都能
说出回锅肉、鱼香肉丝、麻婆豆腐
这些中餐菜名。”日本大明物产株式
会社社长朱大明说，中华美食文化
的发展和演变，与中国五千年的悠
久历史文化相生相成，国外很多政

要观看中
国的曲艺、武术，

却很少会有人练，但他们都
喜欢吃中华美食。

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常务副会
长邢颖表示，中华美食“烤鸭外交”曾
成就中国公共外交的一段佳话，根据
资料记载，1960年 1月 27日，周恩来
总理宴请缅甸总理奈温；1960年3月
21日，宴请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等，
吃的都是烤鸭宴。而在国外，民间的
美食交流也非常活跃，经常有美食

周 、美
食月、烹饪家美

食交流活动。
“四川美食将四川文化带到了瑞

士。”四川省饭店与餐饮娱乐行业协
会副会长刘长明介绍说，2011年川
菜曾去瑞士参加“中国文化年”活
动，第二年瑞士人葛莉就带着旅游团
来到成都旅游观光，她还学习中国厨
师习俗，每年要祭拜灶神。今年 11
月，瑞士人也将在成都举行美食节，
带来精致的西餐文化。

智利华商联合总会副会长潘守
业则表示，智利的华人餐饮业经常参
加社会公益性的活动，曾几次获得最
高荣誉，在一次智利全国性的电视募

捐后，智利
人民都到中国餐厅来

排队就餐，从而了解中国。
“现在美国的大学每年都会邀请

我去讲述自己的经历，也是传播中
国文化。”美国四川饭店董事长黄伟
洪说，当初他离开华人聚集区，用
了10年时间学习美国文化，了解他
们能接受哪些中国菜，现在在美国
有 4 万多家中餐厅，回锅肉之名已
传遍天下。

目前，一大批海外华侨华人以从
事中餐行业为其生存发展的根本，历
经数代已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表示，
中华美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海外的中餐馆是中华美食文
化，甚至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一个
长期展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