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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的新疆喀什，田间地头一片忙碌。87 岁的塔
西·托合提忙着照看已被认领的小圆枣古树，56 岁的
穆合达尔·阿不都笛卡尔忙着为黑核桃树嫁接⋯⋯

喀什维吉达尼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敬
文和他的小伙伴们也在忙碌：忙着为阿瓦提乡的野生
小圆枣古树寻找认养人，忙着让巴楚县农户的甜瓜走
上餐桌，忙着为种植户建档拍照，制作明信片⋯⋯

维 吉 达 尼 创 立 于 2012 年 ，现 已 在 新 疆 拥 有 约
2200家合作农户，网上客户达 5万人。

做维吉达尼的干果

2011 年，刘敬文和 3 名深圳援疆青年来到喀什，
开展为期一年的志愿工作。汉语流利的麦合穆提·吐
尔逊和 4名援疆青年走到一起，当起他们的翻译。

闲暇之余，志愿者们喜欢到农户家做客，热情的主
人总是拿出最好的干果招待。刘敬文得知，这些好吃
的干果都是绿色种植的，质量很好，但卖不上价钱。

麦合穆提深有感触：“塔里木盆地边缘土地肥沃，
盛产瓜果。但这里地理位置偏远、信息闭塞，好的农产
品卖不出去，价格都由收购商说了算。”刘敬文觉得应
该帮帮他们。大家最终决定通过发展电商去帮助农
户。志愿者张萍贡献出自己的淘宝店。有农户拉来核
桃，要求卖完再给钱，还给这批干果起名——维吉达
尼，维吾尔语意为“良心”。

看到越来越多的农户找上门来，希望通过互联网
销售干果，2012 年 3 月，刘敬文、麦合穆提和几位援疆
青年辞职，成立维吉达尼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开启
了创业之路。

和农户建立平等关系

在新疆，发展电子商务最难的是如何将产品运出
去。麦合穆提说，起初，他们的产品从喀什发货，可当
地物流不畅，曾有一单到深圳的货物花了 26 天才送
到，很多客户因此取消了订单。“有人为维吉达尼‘走出
去’制定了方案：建立新疆到北京的电商联盟模式，每
月将可以预估的订单提前发货到北京，由北京合作方
为我们代发货。”刘敬文说。

“虽然纯商业模式的运营简单很多，但我觉得通
过成立农业合作社，和农户建立起平等的关系更有
效。”刘敬文说。2013 年，维吉达尼发起成立了农业
合作社，以高于市场 10%的价格收购签约农户的优
质 农 产 品 ，每 年 还 为 农 户 提 供 利 润 分 红 和 技 能 培
训。目前，新疆已有 2200 多农户成为合作社成员。
为保证产品质量，维吉达尼每周都派人去探访农户，
并不定期对他们进行培训。

让农户与客户建立信任

穆合达尔大叔家住喀什市荒地乡。在维吉达尼的
帮助下，他家滞销的核桃卖出了好价钱。他还学会果
树嫁接技术，成为远近闻名的“技术能手”：“今年光靠
嫁接就赚了 4万多元，还带出 4个徒弟。”

穆合达尔大叔最开心的是他“能为自己的黑核桃
代言”。维吉达尼店铺里贴着穆合达尔大叔和家人的
照片，下面写着“必须重视每棵核桃树，才能结出好果
子”。“家人的照片都做成明信片随产品寄出去，还能收
到购买者寄回的明信片。”穆合达尔高兴地说。

塔西·托合提老人家住阿瓦提乡卡鲁克村，今年，
通过维吉达尼举办的野生小圆枣百年古树认养暨电商
扶贫活动，他家的 120 棵小圆枣树被认养。日前，塔西
老人首次和网友进行网络互动，“看到网上有那么多人
信任我、祝福我，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照顾好网友认
养的果树”。

塔西老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以往家里的小圆
枣都是用毛驴车或者电动摩托车运到 20 公里外的集
市上销售。今年通过维吉达尼，他不用操心销售了。

“我们最有成就感的是农户和客户之间的情感沟
通。”刘敬文说，“我们会在产品里面放一张农户的照
片，附一句温暖的话，很多客户收到之后都会给农户们
回信。而农户们收到千里之外寄来的明信片，也觉得
自己的劳动得到尊重”。

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

帮新疆农民卖干果
本报记者 马呈忠

刘敬文和农户孩子在一起。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作家海伦·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一书中描绘了盲人对光明的渴望。我
们能体会失明的痛苦吗？辽宁何氏眼科
医院院长何伟在“我是你的眼”角膜捐献
倡导活动中动情地说：我们拥有的光明，
赛过世间一切珍宝，不可买卖，却可分享。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门球冠军王秋贤每
年都不忘给她的亲人送去问候。她说，是
亲人何大夫让她拥有了如今幸福美好的生
活。王秋贤和父母都是盲人，生活窘困，无
力支付高昂手术费。为此，何伟二话没说，
免费为她做手术。揭开眼罩时，五彩世界
呈现眼前，王秋贤一下坐到了地上，无比激
动！术后，王秋贤收获了爱情，但刚出生的
女儿不幸患上先天性白内障。依然是何氏
眼科为她的女儿送来光明。“光明有天使,
派的就是何大夫呀。”王秋贤说。

爱,不能等待

“我爱这片黑土地，待到离开才知道，
越来越爱。”何伟忆起 30 年前，作为中国
政府唯一公派的眼科学留学生，东渡日
本，入九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本来，何伟和弟弟何向东已在日本打
拼成为“成功人士”。论学业，何伟最早发
现“双极样细胞”存在并提出视网膜母细
胞瘤干细胞分化理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
成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杂志上，引起轰
动。九州大学评出的“十大校友”中有两
位中国人，一是郭沫若，另一个是何伟。
论收入，两兄弟均获得了眼科医师资格，
收入越来越丰厚，过着安定、富足的日子。

仿佛乡音在召唤，上世纪 90 年代初，
何伟随日本援华医疗团回到中国东北义
诊。他主动报名参加了所有的巡回义诊，
先后 18 次，每次 10 天。看到等待就医的
乡亲排起长队，听到一声声掏心窝子的渴
盼与感念，何伟的心再也无法平静。能治
一个是一个，可即使手术不歇气也做不过
来——患者太多了！只好每人先做一只眼
睛，另一只约到明年。每次离开都是不舍，
一双双手握在一起不肯放开：“大夫，明年
您还来吗？我还有一只眼等着您呢！”

黑压压的人群中有一对爷孙，孩子见
到何伟就抱住他的腿：“救救我爷爷！”原
来，孩子的父母因故去世，只剩和爷爷相
依为命。可爷爷得了眼疾,家里那点薄田
也种不上了。孙子从广播里得知义诊专

家免费为穷人看眼睛,乐得直蹦。爷孙俩
翻山越岭走了 10 天，又在医院门外排队
蹲守了 3 天。孩子对希望的执著让何伟
动容，已收工的他再度布置好手术台，为
老人做了复明手术。

那一晚，何伟失眠了，眼前总闪现着
那爷孙俩的身影。回国办平民医院，为父
老乡亲治眼睛！这念头如潮水般不停拍
打着心岸，似乎刻不容缓。何伟变得坐卧
不宁。他说服妻子付丽芳，说服弟弟何向
东，说服不停流泪点头的弟媳富岛和美。
最大的需要在哪里？在贫穷之际还挤出
外汇供养我们的祖国。有何不能放下？
走，这就走！

1995 年，何氏兄弟携全家离开日本，
回到祖国。同时带回来的，还有 4 个集装
箱，不是家具不是汽车，里面全是眼科仪器
设备，兄弟俩把在日本8年积攒的家底全换
成了这些。当他们踏上熟悉的黑土地，拌
着苦的甜，和着泪的笑，似乎刚刚开始。

1995 年底,何氏眼科医院开业了。
这个中国大地上最早获批的民营眼科医
院是那么与众不同。那般窄小，租借儿童
医院 100 多平方米的一间小房子，挂号，
看病，发药，都挤在这间小屋里；那般先
进，堪称填补国内空白的白内障超声乳
化、眼底激光和玻璃体切割三大临床技
术，也诞生在这间小屋里；那般赤诚，别的
民营医院在工商局注册，而他们在民政
局，是非盈利机构，所有收入用之于民。

何伟、何向东想法简单，咱就是给看
不起病的父老乡亲免费治眼睛，用的是最
先进的眼科技术，咱做公益不挺好吗？

患者多起来了，可大多是辗转多家医
院的疑难病症，到何氏眼科碰碰运气。

决心靠技术和良心闯天下的两兄弟
玩命了，一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不光
给人看眼睛、做手术，接待员也做，勤

杂工也做。
“灼烧我心的是患者对光明的渴望。”

何伟说，现在医院每天都派出公益筛查
队，上山下乡走村入户做义诊、做宣传，让
更多边远的贫困百姓知道，辽宁沈阳有这
样一个地方为他们免费治眼病。

辽中县农民刘普元由村支书做担保，
才不情愿地让何氏眼科义诊医生给治眼
病。真神奇！白内障手术全程仅几分钟，切
口小得看不出来，无痛无血还不用缝！这
样的技术刘普元连听都没听说过。5 月 16
日，再次来到何氏眼科的刘普元感慨连
连：“白内障真的没了，还是免费给治的。
我把亲戚也领这来看病了。”刘普元现在
到处说何氏眼科这好那好。

情，撒向大地

免费？那医院怎么活？图啥呀？这
问题，何氏兄弟显然不知回答过多少遍。

原来，何氏眼科对贫困户、低保户免
除需要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对有经济条
件的患者正常收费。用正常营收贴补公
益医疗，何伟在国际防盲大会上介绍的这
个“中国防盲模式”广受好评。何伟作为
唯一的中国代表，当选国际眼科委员会委
员、国际防盲协会西太平洋地区主席。国
际防盲协会负责人修·泰勒教授的贺词简
单：你的公益心，世界看得见。

何氏眼科的名声是一步步干出来的：
创立 20 年来，为辽宁近 80%的眼病患者
送去光明，48%的手术属于公益免费，累计
为贫困百姓减免1.97亿元医疗费用⋯⋯

不图啥，一技报国，精神愉快。何伟
反问：“你说‘两弹元勋’邓稼先图啥？不
计功名甚至不计生死，哪怕生命凝成一瞬
的光芒，也要照亮脚下生养我的土地。和
前辈比，我远远不及人家的境界。”

何伟还讲了一件让他感动不已的故
事。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他带
领由 20 人组成的全国首个爱心流动医
院，奔赴四川受灾严重的绵竹市。医院所
在的流动车上配备了何氏眼科捐赠的价
值 150 余万元的医疗设备、药品等。一
天，几个战士扶着一个眼睛包着纱布的战
友焦急地跑进来，“快救救我们的战友”！
这名受伤战士在救灾中不小心被高温铁
屑伤到了眼睛，忍着剧痛，仍在救灾一线
工作了三天四夜，直到眼前一片模糊。何
伟发现，飞溅的铁屑已深深嵌入战士的眼
角膜，伴有灼伤并发感染，若角膜穿孔，眼
睛内容物流出，那眼睛就保不住了。“马上
手术！”经过紧急准备，何伟亲自为战士做
手术。“我记得最清的是战士在手术后说
的第一句话，他问我，现在还能不能回到
救灾现场？”手术成功的何伟再也控制不
住热泪，“我们的战士多可爱啊”。

在何氏眼科，每位工作人员都记住了
何伟的叮咛：全心全意对百姓好，百姓说好
才是好。何伟认为，你若捧出一颗滚烫的
心，别人终会感到你的善意。这些年来，坎
坷越来越少，何氏眼科分院落户哪个城市
都是一路绿灯。“党和政府信任咱，老百姓
欢迎咱，不就是最好的回报吗？”何伟说。

愿，生出翅膀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何伟抓住更多
“对百姓好”的建言机会：让孩子远离
“电子保姆”；设立中国角膜捐献日；医
疗资源要向农民倾斜；依靠科技创新解
决看病贵⋯⋯

光说不练非好汉，何伟在自己力所能
及的范围内先做起来。他心中有一座宏
伟的“光明城”。

卖房子贷款建大学！何伟的举动不仅
让外人不可理解，就连何向东都觉得跟不
上。何伟自有道理：中国的眼疾患者为数
众多，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只有培养更多年
轻眼科医生及科研工作者，才是治本之道。
中国第一所民营医科院校——辽宁何氏医
学院，就在何氏眼科背负的债务之上漂亮
地建起来了，如今师生 8000 多人。后来，
何伟两兄弟创立了何氏眼科医院集团。

何伟的中国梦一旦插上翅膀哪里停
得下来？他还要建一个全产业链的眼科
学研发创新基地，实现医疗、教育、产业、
科研、公益为一体的光明城计划。如果高
端技术自主研发做成了，不仅能降低进口
药价，诸如视神经萎缩、老年性黄斑变性
等这些眼科的不治之症，也将照进治愈的
曙光！目前，基地已在干细胞研究与应用
方面取得多项领先突破，干细胞技术已在
何氏眼科应用于临床，这在中国眼医学界
还属首次。与东软集团等合作的智慧医
疗项目，已初步实现对农村边远地区患者
的远程诊治。

说不清为啥那样急，何伟只举了一个
例子。我国角膜病是仅次于白内障的第
二大致盲眼病，每年因角膜病致盲约 400
万人，这些患者中的 75%本可以通过角膜
移植复明。但因角膜供体严重匮乏，我国
每年仅能完成约5000例移植手术，不到患
者总数的千分之二。“让人人享有看得见的
权利，至少得从我做起。我和爱人商量好
了，身故后不仅捐角膜，还要捐眼球，1 个
眼球能救 6个人呢。”何伟语气淡淡地。

光 明 天 使
——记创立何氏眼科医院集团的何伟、何向东兄弟

本报记者 孙潜彤

▲ 何伟为眼病小患者细致

检查。 （资料图片）

▶ 何伟阐述他的梦想——

建设一座“光明城”。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到这里就能找到答案了。”云南省巴
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
经理斯那定珠坐在他的老屋火塘边，回答
了他为何要倾其所有修通出山公路，“曾
经有 60 户人家的村子不通公路、没有通
信、没有电，大家都渴望走出大山，先后离
开这里。到开始修公路时，就只剩 14 户
人家在此居住了”。

随斯那定珠沿着盘山路进入位于半
山腰的巴拉村，《经济日报》记者对他坚持
修通出山公路有了更深的理解。

走出大山闯商海

在斯那定珠一手建起的藏式生态大
酒店茶吧里，他向记者讲述着自己走出大
山的故事。

1964 年，斯那定珠出生于迪庆藏族
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尼西乡巴拉村。这个
藏族村落位于巴拉格宗雪山脚下，隐藏在
与世隔绝的峡谷深处，交通极为不便，大
多数人一生都没有走出过峡谷。“10 岁以
前没穿过鞋子。”斯那定珠对那时的艰难
生活记忆犹新。在 10 岁那年，斯那定珠
跟随父亲来到县城，看到平整的公路、明
亮的电灯，萌发了走出大山到外面闯荡的
念头。

读完小学后，因家里经济拮据，斯那
定珠无法继续上学。但高山和峡谷不能
阻挡他改变命运的脚步，13 岁时，他怀揣

父亲四处筹来的 35 元路费，义无反顾地
走出大山，辗转香格里拉、上海等地，当工
人、摆地摊。很快，他发挥出自己的经商
天赋，回到家乡收购野生天麻、冬虫夏草
等名贵药材，再卖给外地客商。他以诚信
赢取了客户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在香
格里拉搞起餐饮，还开办了迪庆州首家五
金机械门市部。

在摸爬滚打 20 多年后，斯那定珠积
累了数千万元的财富，成为家乡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手。他说，“在外闯荡时，生活不
好时想家，生活好也会想家。每当想起乡
亲们还过着苦日子，心里就很不安”。

1999 年，斯那定珠有了修建通村公
路、创建巴拉格宗公园，以旅游带动家乡
群众脱贫致富的想法。

重返家乡筑天路

“压力太大了。”回忆起修路的那些艰
难日子，斯那定珠眼里有些湿润。

为做好前期各项工作，他不知跑了多
少路，肩上挎的资料包烂了好几个，见人
就说：“家乡虽然落后，但它是一片神圣的
净土。我想把它的美展现给世人，带领巴
拉村的父老乡亲脱贫致富。”

2004 年，当斯那定珠准备倾其所有
修筑出山公路时，几乎所有亲友都认为这
是件疯狂的事。但悬崖峭壁和外界的阻
力都没有让他退却，他坚信这段连接周边

4 个藏族村落的路，将成为一条通往幸福
的康庄大道。在修路资金缺口较大时，他
还借贷几百万元。

2004 年 9 月 10 日，从 214 国道通往
巴拉村的公路开工建设。为让公路的设计
更加科学合理，他多次进行实地考察，摸
索绝壁、90度急弯处等地形的修路方法。

2008 年元旦，路通了，村民们载歌
载舞进行庆祝，给斯那定珠献上洁白的
哈达。那一刻，斯那定珠流泪了，“这是
幸福的泪水”。看到村民激动得不时回屋
去拉拉电灯开关，他心里像灌了蜜。村
民想买车，他都会提供赞助。看着乡亲
们的车行驶在自己修的公路上，他别提
多高兴了。2009 年，公路主体部分升级
为柏油路，到香格里拉的时间由原来的 3
天缩短为 1.5小时。

创建景区富乡亲

巴拉格宗景区拥有丰富的自然及人
文旅游资源，景区最高点巴拉格宗雪山海
拔 5545 米，最低点海拔 2000 米，相对高
差 3545 米，几乎包括了滇西北所有自然
垂直带立体生态类型。

1999 年，斯那定珠组建了香格里拉
县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始开发巴拉格宗景区。在景区开发建
设中，他付出了很大的心血，累计投入资
金近 3 亿元。他还让村民参与到景区建

设中，先后解决 300 余人就业，使村民收
入得到大幅增长。

景区建成，运营步入正轨时，遇到 214
国道封闭改建，交通不便，景区运营开始
亏本。2013 年，巴拉格宗遭遇地震，又遭
受不少损失。这期间，斯那定珠还患上脑
出血。但这些都没有击垮他，他也没想过
要放弃。历经艰难后，景区终于迎来了新
国道 214 线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县城到景
区的距离。

2013 年初，景区迎来建成以来最好
的时候，游客量大幅回升，营业额不断
增加。斯那定珠信心满满，力争在 2018
年以前，将巴拉格宗打造成为国际知名
景区。

“我希望改变家乡人的生活，这项投
资我毫无遗憾！”在斯那定珠的帮扶下，巴
拉村村民家家新楼房，户户新风貌，形成
了一个新的村落，成为当地新农村建设的
典范。

斯那定珠奋斗了近 40 年，付出了常
人无法想象的艰辛，终于圆了父老乡亲的
致富梦。他也因此入选首届迪庆“十大民
营经济领军人物”，组委会的颁奖词是这
样的：走出峡谷致富，倾家荡产援乡，他是
乡亲们眼中的“傻孩子”；开发地图上缺失
的故土，向世人展示巴拉格宗大美，他是
同行人眼中的“倔汉子”。斯那定珠用睿
智、坚持和果敢书写着传奇！

藏区倔汉子 一生写传奇
——记云南省巴拉格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斯那定珠

周 斌 郑 义

开栏的话 如今，回国就业创

业，正成为许多中国留学人员的发

展选项。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 52.37 万人，

学成归国人数达 40.91 万人。其中，

不少海归人员放弃国外的高薪，选

择回国就业创业，用自己的所学和

聪明才智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在各

行各业演绎着精彩的故事。实现中

国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愿，也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留学回

国人员们将自己个人的梦想融入实

现中国梦的宏图伟业中去，为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即日起，我们将笔触对准这些留学

回国人员，为您讲述他们的精彩故

事。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