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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时代里，中国这片红茶发

源地上，诞生了首个红茶创客空间。其创办人是福建元泰
茶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魏文生，他为五湖四海的红茶爱好者
创造了共同的家园，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了梦想的舞台。

体验红茶众创空间
南方的秋日依旧骄阳似火，踏进位于福州市榕城商贸

中心的红茶创客空间，各类红茶裹着精致的包装映入眼
帘，送来一片清凉。更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
每一款红茶，都能在此寻得，《红茶世界史纲》在厅内格
外醒目，这里俨然成为中国红茶的博物馆。

三五茶友坐而论道，浓郁茶香透过温润的空气沁入心
扉。一席人一边细细品茗，一边聆听着元泰红茶创始人魏
文生的“茶”理念。他的言谈举止间无不流露出对传承发
扬中国红茶的殷切期望和独到见解，十几年的红茶情结仿
佛融于眼前茶汤一壶，耐人寻味。

目前，这一空间已经吸引华侨茶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红
茶专业委员会、中华茶人联谊会青年茶人之家 （福州）、
福州侨联的新侨创客基地等 12家团体、企事业单位及 10
个知名品牌入驻。

整合创新留住传统
2006 年，魏文生与妻子陈安妮携手成立福建元泰茶

业有限公司，2007年8月在福州开设全国第一间西式茶饮
空间——元泰红茶屋。在推广红茶的道路上，他们不断探
索创新、一往直前。

“我寻遍了祖国的每一片红茶园，有茶的地方，就有
我的足迹。我想把我的收获分享给更多人，让大家不仅懂
得饮茶，还能深入体验茶园、茶农、茶产地和茶文化。”
去年起，在魏文生的创意引导下，元泰每月组织一批红茶
粉丝加入“红茶部落茶乡行”之旅，寻味中国红茶。旅途
中，茶商、茶友们实地考察、交流经验，青少年们享受茶
园风光、学习红茶历史和茶学知识，茶旅之行深受各年龄
层、各界人士的喜爱。

如今，引领红茶文创事业的元泰团队正不断整合着自
身的资源，吸引更多茶界创新创业者参与其中，共同推进
红茶产业走向繁荣。魏文生认为，创新不是高不可攀的山
峰，每一小步的努力和改变都是创意，希望能够通过创客
空间，凝聚文创力量，用创新留住传统。

侨心守护中国红茶
元泰公司是福建的老侨企，旅日华侨魏文生承父辈魏可英遗风，心系家

国，热衷家乡事业发展。他爱国的方式，便是守护着家乡土地上的中国红茶。
魏文生曾是福建有名的地产商，如今转身成为中国红茶发言人，他坚

定地说：“这是命运的安排，自己的选择。”十几年前，魏文生偶然结识了
茶界泰斗张天福老先生。交流畅谈之中，张老毕生奉献中国茶的精神深深
打动着这位爱国华侨，海外赤子的拳拳报国之情油然而生。那一刻，重振
中国红茶的信念在魏文生的心里落地生根了。他参加了福建光彩扶贫事
业，帮助福安茶农摆脱贫困，拯救濒临危机的坦洋工夫茶场，自此踏上红
茶复兴之路。

如今，魏文生依旧坚持着茶业的扶贫事业，与此同时还投身于另一项
意义重大的社会事业——帮扶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今年8月，元泰红茶创客
空间被福建省侨联授予为“侨界人才创新创业服务联系点”，积极组织来自
全球各地的创业家展开交流座谈、考察实践、茶学培训等系列活动。

在守护中国红茶的道路上，魏文生从盘活茶场到培育新才，每一次行
动都倾注着他对家乡传统、对子孙后辈的深切关怀。他相信，在越来越多
红茶追梦人的携手努力下，中国红茶文化一定能借“一带一路”东风，在
世界舞台绽放光彩。 （来源：《福建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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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福建古田的青山绿水让出生于园艺和医药
世家的高益槐从小就痴迷于白木耳、香菇、竹
荪这些真菌的成长奥秘。中学毕业后，高益槐
插队回到家乡，“上山下乡”。工余之时，观察
野生菇类的生长规律，或到一些真菌研究所向
专家请教食药用菌的人工种植问题，成了高益
槐最常做的事情。

1977 年恢复高考，高益槐考入福建农学
院。“我在乡下劳动了 10 年。农村很贫穷，农
民致富的手段很少。我想尽快学好关于‘农’
方面的知识，从科研入手为农民提供一条出
路。”

1982 年，高益槐毕业后留校任教。但在 4
年后，他毅然走下讲台，回到家乡培育真菌新
品种。“大学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天天课
堂与实验室两点一线，让我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研究的食用菌、水果种植
技术扎根一线，拿出一些实在的成果。”

离开象牙塔，重返农村，不少亲戚朋友认
为高益槐“脑子进水了”。但高益槐没有令人失
望。在家乡的沃土上，在破庙临时改造的实验
室里，他培育的食用菌新品种迅速取得全面突
破，得到了各界嘉奖。从那时起，福建古田这
个“食用菌之都”的名号就与高益槐的名字紧
紧联系在一起。6 年间，高益槐用科研成果帮
助古田人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的道路。

谈及当年回乡后取得的骄人成就，高益槐
并没有流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情。但是，从他那
沙哑的嗓音中，一股对科学的执著与热忱舒缓
而坚定地向外表露。

敢于“惹事儿”的人生

人的一生不可避免一些重大转折。但像高
益槐这样一次又一次主动走出自我舒适区，敢
于不断“回到原点”的人却很少见。

1992年，成功入选中国50名优秀青年科学
家、甚至被家乡民众誉为“科技财神爷”的高
益槐只身前往新西兰开始求学之旅。他坦言：

“当时国内在医学营养学领域没有先进的研究设
备和技术，对于出国拓展新的进步空间，我的
内心是迫切的，即使出国意味着又要将自己置
于新的环境之中。”

因为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重重障碍，高
益槐最开始的研究工作粗泛且无序。“我抱着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英语不好，就从最
简单的英文字母发音学起；科研水平跟不上，

就每天泡在实验室。凭着这种年轻人所
谓的拼搏也好、努力也好、兴趣也好，
终究看到了一些成果。”

在新西兰主持课题期间，高益槐不
仅破解了香菇、灵芝等真菌的药效成分
结构和精华成分提取方法，还成功发现
灵 芝 中 最 珍 贵 的 药 用 成 分 —— 多 糖
D6，在全球首先实现了不同多糖成分
的药性兼容和互补，获得多项发明专
利。

新西兰再次见证了属于高益槐的光辉岁
月。他研制的一款天然药物产品，被新西兰政
府作为礼物赠送给各国首脑。他所取得的其他
多项成果也被迅速推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等海外市场。然而，身处异国他乡的高益槐
内心却时常泛起思乡的涟漪。

“过去曾有一位领导对我说过：‘报国不分
先后，报国不分形式。’回馈桑梓始终是有责任
感的华侨华人的使命。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不
可卸下的担子，那就是用现代科学的手段解决
中国的贫困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

高益槐认为，一般的科技手段撬不开贫困
的大门，必须在高科技领域有一定的突破，才
能“牵住牛鼻子”，引领致富之路。2005年，高
益槐带领科技团队和成果回国投资兴业，创办
了安发 （福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宁德建
设的融研发、生产、科教、营销为一体的安发

（福建） 生物科技园，成为了高益槐对家乡人民
的回报之作。

然而，创业之路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
“回国时想得很简单，只想着把技术拿回

来，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可是，人才问题、
资金问题、市场推广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令
高益槐焦头烂额。同时，海外新技术要适用于
国内的生产标准、法律法规，直到最终让国民
接受，这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创业初期，
高益槐负债累累，除了表面上的经济负担，“我
们做食品药品的，更多的是要承担对社会的责
任”。谈及创业守业的酸甜苦辣，高益槐依然面
色平静，但是，他的语速也渐渐放缓，显得沉
稳也沉重。

“成功了可以勉强一笑，但是这一路，可能
造成失败的‘雷区’太多了。大家或是佩服或
是唏嘘，觉得我原本可以过着优渥安逸的生
活，偏偏敢铺这么大的摊子。”

创新是“安发模式”之魂

当想到努力构筑的基业是自己的心头所
好，又能够造福一方百姓，高益槐认为再苦再

累都值得。
“现在，生物科技在中国大有前途。”高益

槐认为，在农业方面，中国有着独特的资源优
势，如何在保护环境、永续发展的基础上依靠
农业科学发挥品种的优势、提升农林牧副渔产
值量，让中国的生态农业走出去，是解决贫
困、奔向小康的一条不可缺少的康庄大道。

高益槐创办企业入驻福建宁德东侨经济技
术开发区后，选择了以现代生态农业为基础、生
物科技为支撑、农源型工业为依托的全产业链经
济模式，应用国际最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对农业
资源产品进行精深加工，使农业资源原料价值多
倍增值，以资源的高效益利用实现对农业的反
哺，这一经验后来被称为“安发模式”。

而“安发模式”的灵魂在于科技创新。“我
的企业是由科学技术和专利来推动长期发展
的。”说到此处，高益槐的脸上露出了骄傲而欣
慰的笑容。“科技创新是重中之重，没有科技作
为支撑的创新是没有底气、前瞻性和竞争力
的。但同时，我们的产品也必须面对大众，如
果市场不认可，那也走不下去。”

高益槐认为，任何企业想要持续发展，就
必须走在时代的潮流，处于“风口浪尖”方能
立于不败之地。

在高益槐的书房中，挂着他的外祖父赠与
他的一副对联：“梅冲霜雪偏舒芷，兰杂蓬蒿不
碍香。”高益槐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几十年如
一日地不断向科研巅峰冲击。同时，高益槐又
是一名朴实的恋乡人，在已接近古稀的年岁，
仍抱着一种“兴国富民”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努力通过科技破解“三农”问题，为“精准扶
贫”作出贡献。

“我知道什么是贫穷，什么是开放，什么是
复兴，什么是腾飞。而我坚信，授之以鱼不如
授之以渔。真正能够对区域经济产生革命性推
动力的还是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高益槐希望
通过建立有效的技术支撑体系，对生物资源原
料进行规范种植和深加工，提升其附加值，从
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多层次生物产业的
发展，辐射更多的基地和农户。

高益槐：

心系桑梓 筑梦“三农”
严 瑜 林小艺

高益槐：

心系桑梓 筑梦“三农”
严 瑜 林小艺

他是中国侨联在2017年推出的“新侨创新创业杰出人才”之
一。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他醉心科研，无私奉献；作为一名企业
家，他创办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造福一方。

上山下乡10年给予了他意志上的磨练；改革开放后，他远赴新
西兰求学和科研；如今，他在祖国腾飞的时代回国，励志科技兴
农，助推家乡发展。多年来，他用满腔热情在生物科技、生态农业
领域作出了出色成绩。他是真菌学专家、医学营养学专家、安发国
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高益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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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元泰少儿茶艺公益班培育小茶人。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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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家专门介绍美食的美国网站在社交平台上传一则短视频，视
频中出现的美食就是马来西亚人非常熟悉的马来式汉堡。一块肉饼，一颗
蛋，再撒些咖喱粉、伍斯特酱、生菜等做搭配，这街边美食如今被引进纽
约。据悉，将马来式汉堡引进美国的主要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男子梁凯
文。他目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

▲图为马来式汉堡
◀图为梁凯文 （来源：马来西亚《中国报》）

商 机 商 讯

第 14 届世界华商高峰会日前在澳门开幕，
来自全球 37 个国家及地区的 1500 多位华商代
表出席。

本届世界华商高峰会的主题“大数据时代
的产业及区域经济合作”，紧扣国际经济发展
新形势。

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致
辞时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倡
议等，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等区域
合作的推进，为澳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澳门借此将加快经济适度多元步伐，进一步推

进会展、中医药、特色金融等产业发展。
世界华商高峰会组织委员会委员长、凤凰

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表示，在数据技术全面
发展的今天，如何借助经济力量的优势，打造
新兴产业，是值得全球华商思考的问题。

大会还举办多场分论坛，邀请专家学者集
中探讨大数据的战略意义及商业价值等。

世界华商高峰会自创办以来，本着“相容
两岸，广纳四海”的精神，获得海内外华商的
肯定与热烈参与，已成为全球华商共同的重要
交流平台。 （据中新社电）

世界华商高峰会在澳门举办

近日，由浙江省侨界青年联合会主办的
“2017 浙江省侨界青年创业创新高峰论坛”在
杭州举办。此次论坛围绕“交流、学习、成
长、传承”主题，共有10位侨界青年进行了创
业分享交流。

在创业分享环节，浙江省侨界青年联合会
首任会长、LHD联合动能海洋能大型实验室董
事长兼总工程师林东作了题为《来自未来的能
源》主旨演讲。林东从创业之初的磨难、创业
之中的困难、如今取得的成绩等方面进行了分
享与分析。他特别强调了科技的作用，他认

为，浙江的侨界青年人才济济，有不少科技界
的精英，能为中国建设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此外，来自欧洲、东南亚等国家的侨界人
士也纷纷从不同角度谈了各自在创业创新过程
中取得的新成绩与经验。

据了解，浙江省侨界青年联合会是原浙江
省侨联青年总会的“升级版”，是经浙江省民
政厅正式批复注册成立的浙江省侨界青年的

“大家园”，首批报名入会的有来自全球 105个
国家和地区的 1500 余名浙籍侨界青年才俊。

（来源：中国侨网）

浙江举办侨界青年创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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