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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总是不会亏待脚踏实地、坚持付出的人。
如今，戴立忠凭借自主开发的核心技术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填补了国内高精度基因诊断产品自主品
牌的空白，每天全国大约有5万名患者在使用他们的基因
检测产品。

段燕文在天然产物药物研究领域也已取得多项成
果，1种用于中晚期肝癌、肺癌的原创性新药进入市场，
10种新药进入临床试验的不同阶段。

邓泽平则在短短两年内申请了 150多项发明专利，搭
建起4000多平方米的生产研发基地，今年这家从事高档生
物医药化学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目标产值1亿元。

作为湖南甚至国内大健康产业的领头羊，这些侨商

不断寻求技术突破，研发出越来越多中国原创的药品和
医疗设备。而他们的脚步不止于此。凭借海外的求学背
景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他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努力让
世界认识并且接纳“中国智造”的医药产品。

早在公司成立之初，戴立忠就谋划布局国际市场。他
坦言，最初走得很艰难。海外市场门槛高、用户接受程
度低、国内国外产品认证体系不互通……时间成本和财
务成本一度成为公司一个巨大的负担。然而，经过坚持
不懈的开拓，凭借产品的高性价比优势，戴立忠公司的

产品最终成功打入德国、法国、印度、埃及等 30多个国
家。

段燕文、邓泽平也都已经拥有不少国际客户。“当年
我就想，我只要做出一个药，让我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康
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病人也能使用，我的使命就完成了。”
段燕文说。而现在，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回国创新创业，用自己的成功助力国家的发展，这
些侨商的“中国故事”吸引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回望
故乡这片热土。“我在美国的那些华人教授朋友，10个里
面有11个想回来。”段燕文笑说，因为在中国，你不再只
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建设者、贡献者和分享成果
者，“这可更有成就感！”

湘江情长 归国心切

新侨商新侨商““智造智造””大健康大健康
本报记者 严 瑜

在湖南长沙，这个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之一，一批又一批湘江子弟怀揣梦想，从海外
学成归来，创新创业，为国内大健康产业发展贡献才智。而归国后的一个情人节，收到湖南省侨联主席送来
的鲜花，更让回到故土的侨商备受感动，更加坚定扎根发展的信念。

近日，记者走进长沙，面对面采访了这群湘江子弟中的3位佼佼者，他们在基因检测、原创性新药研发等
生物医药的各个领域辛勤耕耘，其中既有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业界“大拿”——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戴立忠和哈药慈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段燕文，也有湖南“百人计划”中的新秀——华腾制药公
司董事长邓泽平。

初见戴立忠，很容易在他身上发现一些“理工男”
的特质，言语相对不多，但务实严谨。而正是这位低调
的“理工男”，却曾作出让人诧异的选择。

1993 年，从北京大学化学专业毕业之后，戴立忠趁
着当时火热的“留学潮”，选择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深
造，顺利取得硕士、博士学位，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完
成博士后研究。很快，他就成为美国某基因检测领军企
业核心研发小组负责人。

一份体面的工作，一笔丰厚的薪水，一张美国绿
卡，当许多人羡慕戴立忠实现了“美国梦”时，他却决
定回国。

2008 年，从未有过创业经验的戴立忠回到家乡长
沙，从头做起，创立公司，专注于基因检测试剂、仪器
的研发和生产。谈及原因时，他说，只是一个朴素的念

头，想为国家做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出身名校，在海外小有成就，却在事业冉冉上升时，毅

然决定带着最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回国创业……记者在
采访中发现，在长沙，像戴立忠这样的侨商不是少数。

“70后”侨商邓泽平回到长沙已经两年。在此之前，
他已在美国创业十多年，在全球制药中心波士顿拥有一
家自己的化学试剂制造销售公司，默克、洛华等国际知
名制药公司都是他合作伙伴。

“当时我的爱人在哈佛工作，我们经济条件很好，可
能比 95%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要过得轻松。”令人意外的
是，这个个儿不高、带着浓郁乡音的湖南汉子对此没有

丝毫留恋。“因为我真正想做的，是把美国优秀的制药技
术带回中国，帮助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更快地追求世界
的脚步。”于是，在摸透了美国生物医药产业技术、模
式、发展方向之后，邓泽平回国创业，非常坚定。

相似的选择源自一个共同的梦想：中国的“健康
梦”。“我们希望打造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挺起中华
民族健康的脊梁。”归国前在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工作的段
燕文虽已过知天命之年，但聊起那个关于原创性新药的

“中国梦”，却总是激情洋溢，不由自主地加快语速。
虽然在北京长大，但祖籍长沙的段燕文和戴立忠、

邓泽平一样，充满湖南人敢为人先、敢拼敢闯的劲头。
对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域一线研究成果非常熟悉的他，选
择从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入手开发原创性新药。他的目标
很明确，为全球创新药物注入中国力量。

回家：心中只有“中国梦”回家：心中只有“中国梦”

创业不易。何况是对于这些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侨商
来说，虽然手握先进技术的王牌，但是从头开始打拼事
业、适应国内工作环境、重新建立人脉网络，无不意味
着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挑战。

邓泽平就曾因水土不服而吃了不少苦。“刚回国那会
儿，我经常发烧，第一年差不多掉了一二十斤肉，好在
现在又找回来了。”看着眼前依然有些瘦弱的邓泽平，实
在很难想象那时的他是个什么样。“就像一根竹竿，穿上
以前的衣服裤子都是空荡荡的。”邓泽平腼腆的笑着说。

让戴立忠“水土不服”的，则是国内相对陌生的创
业环境。

回国初期第一次跟投资商谈合作，好不容易把商务
方面的事项谈得差不多了，投资商最后问：“你对项目成
功有多大把握？”“按照美国的规律，我们这类生物医药
项目的天使投资成功率大概是10%，简单说，就是如果这
个钱扔了对你没影响，那就投吧。”耿直的戴立忠照实回

答，结果吓跑了投资商。
理想难免被现实“撞腰”。然而，湖南人骨子里的刚

强和坚韧让这些侨商坚信，认准了就不能轻言放弃。没
有资金，就千方百计的找投资；没有办公场地，就先租
借其他企业的房子；没有研发设备，就把产品送去其他
城市的高校做分析检测。

“过去在美国，只管做研究；回国内之后，是事无巨
细一人包。”站在即将落成的公司第二期办公园区内，刚
刚还在监管路面沥青铺设的段燕文对记者说，别提组团
队、找资金、谈合作了，就连园区的设计他都下心思。

邓泽平同样选择了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向前走。创业
之初，为了尽快打开市场，他带着团队参加一次世界级
医药原料产品推广会。偌大的会场，四五百家展位，这

个曾经只管埋首科研的斯文书生挨个儿拜访推介自己的
产品，一天就谈了上百家公司，把嗓子都说哑了。

这一切旁人无从想象的辛苦和艰难，这些侨商却甘
之如饴。因为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比创出一番事业、
为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做出一份贡献更为重要。

戴立忠告诉记者，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
想过放弃，因为他知道，他研发的基因检测技术对国家
未来的健康保健、精准医疗有重要意义。“和这个大目标
相比，这些挫折、困难都太渺小了。”

更让他们充满干劲的，是来自家乡的温暖和支持。
戴立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公司刚起步不久的一个情人
节，收到的鲜花竟然来自湖南省侨联主席。“那个时候，
我们还什么成果都没有，只是一个普通的归侨，可是家
乡人民依然把我们看作最亲最爱的人，真的非常感动。”
戴立忠说，正是这份精神鼓励支撑着他们闯过最初那一
道又一道难关，坚定了越做越好的信心。

创业：荆棘与鲜花相伴创业：荆棘与鲜花相伴

开拓：带“中国智造”走向世界开拓：带“中国智造”走向世界

位于湘江以西、岳麓山下的长沙高新区，
有着“岳麓山下硅谷”的美誉。这个被称为

“麓谷”的地方，逐渐成为侨商产业聚集区，是
华侨华人的投资洼地、创业高地。

开放崛起的湖南吸引五湖四海的华侨华人
前来“抢滩”，侨资项目相继涌入。目前，长沙
全市侨资企业达 1000 余家，近 5 年实际到位资
金 93 亿美元，占外商投资总额的 77%。积极引
智，广聚贤才，通过国家“千人计划”、湖南

“百人计划”、长沙“313 计划”，湖南共引进海
外高层次人才 229 人，其中具有侨界背景的达
80%以上。经过 20 多年的开发建设，长沙高新
区形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
保、现代服务环保等优势产业集群。

同时，国内第九家“侨梦苑”落户长沙高
新区，麓谷成为华侨华人深耕创业梦想的“侨
谷”。据悉，在“侨梦苑”的侨资企业近 300
家，产值达1000亿元。“侨梦苑”共有海外人才
5000多人，90%以上属华侨华人、归侨及留学人
员。

依托生物医药领域集群优势，麓谷侨商创
业正酣。曾在全球医药领域排名前五的“罗氏
制药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的王军，2012 年毅
然回国担任圣湘生物公司首席技术官，坚信湖
南在未来全球医药领域将起到示范作用。先后
在多家美国制药公司从事生物医药研究的刘晓
忠，2010 年单枪匹马来到长沙创业。日前，其
核心科研项目“药物颗粒的微纳化与推广”已
进入样品批量生产和临床准备阶段，产品利用
率远超目前市场上其他同类产品的30%。

为侨企量身定制创业环境，提供“全程陪
护式孵化”与“保姆式服务”，使侨商们如鱼
得水，迅速取得丰硕成果。在美从事 10余年癌
症创新药研究的周文强，受邀加盟长沙方盛制
药，其研制的大肠癌新药将延长患者生命2到3
年，这是目前全球任何抗癌特效药都难以达到
的。无独有偶，美籍华人蔡晓华在政府资金支
持下实现“技术创业梦”，三诺生物传感公司最
终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血糖仪第一股。

心怀故土、情系桑梓，越来越多的侨胞回
到长沙投资创业，深度利用麓谷生物医疗领域
创业环境，在健康产业施展拳脚大有作为。

麓谷侨商
创业正酣

赵家坤

链 接

樟林古港是潮汕地区最早出现的侨乡，现在是一个内陆乡镇。在
汕头开埠以前，这里是粤东大港，红头船的故乡就是指潮汕的樟林港。

樟林原是一个海边渔村。早在宋代元符年间 （1098—1110年），
朝廷在这里设小江盐场使司，是潮州东部盐业中心。1668年，随着
樟林巡检司、海关税馆、樟林急递铺等官署衙门的设立，樟林又成
为澄海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1684年，清政府解除
海禁，准许与海外贸易，商民纷纷集资，造船出海，樟林港又成为
一个商业港。当时的税额占广东全省的1/5。

1723年，清政府规定各省商、渔船要有各自标志，并进行审批、

登记、发牌，官府随时派兵船巡海稽查。为此，广东商船大桅上部及船
头均涂红漆，福建船涂绿漆，故有“红头船”、“青色龟”之称。

每年趁季候风，红头船组成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扬帆远
征，北上苏州、上海、宁波、青岛、天津，南下达雷州、琼州、越
南、暹罗、新加坡及东南亚诸国。运载出口的多为红糖、瓷器、蚕
丝、烟草、渔网；进口的多为大米、干果、药材、布帛，木材，樟
林。古港帆楼云集，盛极一时。光绪元年 （1875年），英国出版的世
界地图已标有樟林的名字，可见其声名之悠久。

随着红头船贸易兴起，潮人为生活所迫，从樟林港乘船“过番”的
日益增多。大多数潮汕华侨，就是由樟林港乘红头船往南洋群岛谋生
的。樟林当时移民海外户数占全乡户数的26.5％。泰王郑信之父，澄
海华侨富人郑达（镛）就是雍正初年从樟林南渡暹罗谋生的。千千万
万海外华侨，对这个当年离乡背井、踏上征途的地方，是永远不会忘记
的。泰国澄海樟林联谊会还将红头船作为会徽图案。

1920 年，年仅 14 岁的连瀛洲乘坐红头船离开潮汕远赴南洋谋
生。他于1949年成立新加坡四大银行之一的华联银行；1964年创办华
联企业有限公司——君华大酒店集团之母公司。离开故乡80载，功成
名就的连瀛洲，投资11亿元在汕头市区兴建了汕头君华大酒店。

汕头开埠之后，红头船逐渐为轮船取代，樟林也因韩江泥沙淤
积，成为内陆埠市。1986 年当地政府在樟林古港遗址建起了纪念
亭，已故散文家秦牧写了碑记。碑虽不大，却记录了世间风云变
化。后代子孙常到此访迹寻踪，凭吊先古。

（来源：特区晚报）

红头船记录潮商苦乐
林文涵

历 史 掌 故

图为由汕头市民营剧团创作表演的潮剧《红头船》。资料图片

华侨华人后裔年轻一代和港澳青年作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新生力量，在创新能
力和发展潜力方面有着更好的基础和更多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这种独特资源，高度重
视并充分发挥这股潜力，支持这股潜力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经纬集团董事局主席陈经纬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不是简单地将资源导向和劳动力导向型企业投放在“一带一
路”的沿线国家和地区，而应该是发挥区域和资源优势，形成更加积极、健康、可持续的
产业经济转移。

——中国侨联副主席、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

商 论 语 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华商谈经商之道

一个成熟健康的企业最关键的是要讲商道。第一，能将企业的发展与社会进步、国家
发展紧紧相连，能够为民造福；第二，要有新思想、新理念、新创意、新举措，懂得科学
管理，把握市场规律，脚踏实地地发展企业有机的生命力；第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能坚持合理利润，不赚黑心钱，维护市场的繁荣稳定。

——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

中国想要在国外的木业市场占有一定的地位，想要提升在国外木业市场的竞争力，一
定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打铁还需自身强，一定要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

——中国侨联顾问、中国香港维德集团董事局主席庄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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