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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云峰：

创业路上“手拉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夏先清夏先清 通讯员通讯员 黄海涛黄海涛

贵州盘州市娘娘山舍烹村村主任陶正学：

让周边乡亲都步入小康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叶利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对于
贵州盘州市娘娘山脚下的村民们来
说，他们的梦想就是能过上小康生
活。在娘娘山舍烹村，村主任陶正
学的梦想是看到周边老百姓都步入
小康。

小康梦，是老百姓的梦想，也是
陶正学的梦想。

贵州乌蒙山深处的娘娘山，是盘
州市边远贫困山区，山高石头多，出
门就爬坡，下坡全靠趖，一年种粮半
年挨饿。陶正学就出生在这里。

陶正学16岁那年离开家乡外出
打工，开过货车、办过选煤厂、入股过
煤矿，也经营过酒店，经过30多年在
外打拼，他成为村里最先富裕起来的
人。为改变家乡贫困面貌，陶正学先
后在村里修路、建学校、捐资助学，累
计投入2000余万元。

2012 年 5 月份，不顾家人反对，
49岁的陶正学带上所有资产回到家
乡，成立了“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

态农业旅游园区”，以“致富一片、带
动一方”为宗旨，打造农旅一体化产
业园区，通过农旅一体化发展，带动
老百姓增收致富。

“他是老板，失败了不怕，但我们
老百姓输不起。”在动员会上，村民提
出质疑，不敢把土地让出来。

“如果项目失败了，最多是我倾
家荡产，但如果成功，我们大家今后
的生活就好了。”为了带动村民，陶正
学主动垫资让村民入股，发动了465
户村民筹集 730 万元资金入股合作
社并占股73%，他自己只占27%的股
份。这样的举动，让村民们打消了顾
虑，修路，引水，种刺梨、蓝莓、猕猴
桃，建景区，轰轰烈烈的园区建设开
始了。

家乡的变化，让村民们喜上眉
梢。村民廖国云说：“我们以前要走
4 个小时才能坐上车，吃水要走 1 小
时路程去挑。真没有想到，陶正学这
样舍己为民，真心带着我们脱贫。”村

民们从怀疑到支持再到积极参与，从
没想到会过上小康生活，入股合作社
当股东，在园区工作拿工资，上班还
乘坐公交车、食堂有免费午餐，真正
过上了桃园般的小康生活。

在不断发展中，娘娘山也逐步摸
索出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模式，农业
产业园区面积突破 14.2 万亩；2252
万元财政扶持资金转换为村集体和
老百姓持有的股权，2800 多人成为
股东，990 位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带
动娘娘山 8个村 8875名群众共同发
展，成为中国“三变”改革发源地。

短短5年时间，靠天吃饭的娘娘
山变了。产业、景区从无到有，成为
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2011 年的
700 多元增加到 1.2万元，1161 名贫
困户全部实现脱贫，他们探索出的农
村“三变”改革做法，在全国得到
推广。

“娘娘山下好风光，银湖美景赛
天堂；八村联盟创大业，万人结对奔
小康。”娘娘山发展了，陶正学却从亿
万富翁变成“两手空空”的致富带头
人。身上多了村主任、联村党支部书
记头衔，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十佳农民、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 模 范 个 人 、贵 州 省 脱 贫 攻 坚 奉
献奖。

为让园区的村民干得舒心、吃得
安心，联村党委在陶正学的带领下，
对村民实行精细化服务：村民每天可
乘坐公交车上班，中午提供一顿免费
可口的午餐，在家门口成为“上班
族”，村民赚钱、顾家两不误。

联村党委还以“把生态做成产
业，把产业做成生态”的发展理念实
施生态产业建设。如今，石漠化的山
上种了刺梨，烂河滩被改造成优质猕
猴桃基地，烂河道变成绿地宝地，阳
光金果园区变成景区，生态产业走上
了循环发展的快车道。

他没有大多数律师那样考究的服装和华丽的履历，但他却用自己
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去帮助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农民工朋友。

他就是向永兴，被称作“工棚律师”。十多年来，向永兴奔走于全国
各地工地、人事劳动监察部门等，为农民工追讨欠薪。至今，他帮助过
的农民工人数多达800多人，讨回工伤赔偿及工资等约1700万元。

出生在重庆奉节县岩湾乡平石村的向永兴，是如何一步步从一名
农民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律师？这要从20年前说起。

1997年的一天，在武汉市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向永兴因为发生意外
头部受到重伤，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3天后才脱离生命危险。然而，很
快医生告诉他用工单位弃他而去，几千元钱的医疗费用需要他自己
承担。

向永兴气不过，找工地负责人讨说法，却被一句“不关我的事”给打
发了。万般无奈之下，向永兴只能回到医院再想办法。幸运的是，向永
兴同病房的一位病友是位老教授，十分同情向永兴的遭遇，不仅帮他写
了一份劳动仲裁申请书，还教他如何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最后，
向永兴拿回了7000元钱赔偿金。

这次亲身经历让向永兴感到，一个不懂法律的农民工想要维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是多么困难。我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
权益不能被人随意侵犯！

于是，向永兴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通过自学法律知识，去帮助更
多农民工。

然而，这一想法对于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人来说，难度是巨大的。
性格倔强的向永兴并没有向困难低头，为尽快掌握更多法律知识，他夜
以继日地加倍学习。白天干活，晚上点着蜡烛看书。没有钱，他天天吃
泡面，把省吃俭用下来的钱用来买书……

春去秋来，经过数年刻苦学习，2005 年 6 月份向永兴终于拿到了
重庆工商大学法律专业大专文凭。

2010 年 10 月份，农民工杨道财在武汉青山区一工地挖基坑时因
基坑塌方被埋在土堆下，造成盆骨粉碎性骨折。住院四个半月，包工头
支付了 3万余元医疗费后就再也不管了。因为没钱继续治疗，杨道财
只好被抬回家躺着，可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即将生产的妻子和一个五岁
大的女儿……

向永兴知道此事后，开始帮助杨道财到处奔走。2011年3月份向
永兴来到武汉市青山区信访局，在信访接待室遇到了青山区总工会农
民工维权中心王冬香法官。王法官受理了这起案件，并约向永兴第二
天带上相关材料到青山区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详谈。经过多次协
调，最终杨道财获得了14万元的赔偿款。

通过杨道财的案子，向永兴再次意识到，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没有组
织，没有依靠，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于是，向
永兴与青山区总工会联系，表达了让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的愿望。

向永兴的建议得到了青山区总工会和家乡工会的认可。2011年
11月份，重庆市奉节县总工会与武汉市青山区总工会建立了双向维权
机制，成立了奉节县总工会驻青山区总工会农民工维权站，向永兴担任
站长。从此，他的维权工作有了平台，有了组织的力量，也更加坚定了
向永兴帮助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信心和决心。

“工棚律师”向永兴
本报记者 常 理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逸平:

为做新药“再战一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新药研制有个“双十规律”：耗时
十年、耗资十亿美元。一种新药能够
脱颖而出，必须具备现有相关药物不
可替代的优点，足以让患者受益才行。

一辈子能做成一种新药，是新药
研发者的一生荣耀。王逸平作为主
要发明人早在 40 岁刚出头，就研发
成功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该药
已在全国 5000 多家医院临床应用，
1500 多万名患者受益，累计销售额
突破200亿元。如今，几乎每天都有
近10万名患者受益。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再
有 10 年时间，我还想再做出两种新
药，带给患者生的希望。”

中药现代化研究开拓者

丹参入药，在我国有悠久历史，
《本草纲目》《中医药大辞典》等医药
文献中都有记载。但是，丹参的有效
成分到底是什么？一直没人搞清
楚。1994 年，王逸平带领科研团队
经过长达 13 年艰苦攻关，终于揭开
了丹参有效成分之谜。

在早期研究中，研究组面临经费
短缺、设备陈旧等困难，王逸平带领
团队成员借来仪器利用晚上别人不
用的时间段作检测，夜以继日，奋战
在实验室。功夫不负有心人，王逸平
在实验测试中发现，丹参乙酸镁的生
物活性特别强。经过进一步研究，他
大胆推测这可能就是丹参中最主要
的药用成分。

基于这个重要发现，王逸平带领
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以丹参乙酸镁为
质量控制标准，来研制丹参多酚酸盐
粉针剂。后经临床使用证明，丹参多
酚酸盐粉针剂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等疾病，临床疗效显著，高效、安全、
质量稳定可控。

迄今为止，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
已在全国 5000 多家医院临床应用，
有 1500 多万患者受益，累计销售额
突破200亿元，该药被评为最具市场
竞争力的医药品种，成为我国中药现
代化研究典范。

此后，王逸平又主持了抗心律失
常一类新药“硫酸舒欣啶”药理学研
究，目前已完成II期临床试验。该药
可使药物发挥更安全、高效的抗心律
失常作用，现已获得中国、美国、英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

此外，王逸平还领导团队构建了

包括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
物筛选、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
价、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心血管
药物研发平台体系，为全国药物研发
企业完成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
药效学评价，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了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王逸平曾说，“药学研究的每一
份付出，都能为百姓生命健康带来一
丝希望”。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
年做出“世界各地临床医生首选的新
药”。怎样的药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用途不断有新发现的阿司匹林、治疗
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抗疟神药青蒿素
——自现代药物出现，这样的药物不
过几十种。

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病人

1993 年，正当 30 岁的王逸平攀
登科学高峰之际，不幸被确诊患有
Crohn’s（克罗恩）病。同年手术，切
除掉一米多长小肠。学医的王逸平
非常清楚，克罗恩病目前无法治愈，
只能靠药物控制，他的健康从此只会
越来越恶化。要追逐人生梦想，就要
与病魔抗争、与时间赛跑。

多年来，为了节约时间，王逸平总
是自己给自己看病，在办公室冰箱里
常备药品，连针也自己打，自己记录病
情。在王逸平手写的《Crohn’s病程
记录》中，清晰地记载着他的病情反复
发作，不断加重，多次出现营养不良、
贫血、大量便血、疼痛导致的昏迷等情
况。他的体重常年只有100斤左右。

但是，在同事们眼里，王逸平却是
个“拼命三郎”。如果不出差，他每天早
上7点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晚上八
九点钟下班属于正常，常常要工作到深
夜11点多钟，周末也经常来单位加班。

由于多喝水容易腹泻，王逸平就
很少喝水，因此得了肾结石。有一次
开会，肾结石发作，他疼得只能横躺

在会议室的凳子上。还有一次，他和
同事去德国汉堡出差，第二天疾病发
作，尿血、腹痛。疼痛难耐时，他将自
己泡在浴缸的热水中缓解。

几乎每天，病魔都在折磨着王逸
平的身体，却从未打消过他对人生价
值的追求。他经常提及自己的“3万天
理论”。他说：“多数人的生命最多只
有3万天。其中除了吃饭睡觉，真正
能用来工作的有效时间只有1万天，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些有意义的事。”

他心中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新药
研发。从30岁到55岁，长达25年时
间里，王逸平是在与疾病漫长的斗争
中度过的，也是在为解除大众疾病研
发新药的艰难探索中度过的。他以
羸弱之躯，先后承担起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部“创新
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项、科技部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目、中科院重大专项等研究任务。

在与病魔抗争的25年中，王逸平
争分夺秒地想跑赢病魔，每次被病痛
击倒，他都一次次坚强地站起来。他
在一次给药物所毕业生演讲中讲到，
无论在人生还是科研的道路上，困难
总是不计其数，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坚
持“再战一个回合”——能够坚持“再
战一个回合”的人，是不会被打垮的。

创新进取的科学家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是我国新药
研发的国家队。其前身是创建于
1932 年的“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
究所”，拥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在我国
新药研发史上留下过许多辉煌纪录
——它是青蒿素最终研制成抗疟药
物蒿甲醚的诞生地，也曾研制出美国
唯一仿制中国的原创药物重金属解
毒剂二巯基丁二酸。

王逸平1988年进入药物所工作，
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

药物所党支部书记、党总支书记、党委
委员，他是该所担任党支部书记时间
最长的一位科学家。王逸平特别珍视
药物所老一辈科学家“求实、创新、协
作、奉献”精神的传承。他说：“作为共
产党员，最重要的是要时时刻刻体现
出先进性；作为科研人员，就是要有为
祖国科学发展献身的精神。”

积极投身新时代创新改革事业，
锐意进取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
分体现。不要小看一片小小的药片，
一种新药的诞生需要化学、药理、毒
理等十几个环节的科学家精诚合作，
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可能导致
新药“流产”。在这个特别讲究合作，
又特别容易遭遇失败的领域，王逸平
为了做成新药“再战一回”那种不屈
不挠的精神，得到了充分体现。

进入 21 世纪，在开发浦东张江
战略部署下，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于
2003年从岳阳路搬迁到张江祖冲之
路555号。与此同时，响应国家对人
口健康战略需求，该所的发展理念从

“出论文”向“出新药”转变。
2001 年，王逸平向所里主动请

缨，去北京国家新药评审中心学习 3
个月——只有深刻理解我国的新药
审批制度，才能更好地做好“出新药”
的科研工作。这是从实际操作角度
来切实转变坐而论道“出论文”的科
研思路。

学习结束后，王逸平带回的第一
批宝贵经验，在药物所整个科研流程
再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
药物所不断派研究员前往药审中心
学习。

2005年，丹参粉针剂研发成功；
2009 年，盐酸安妥沙星拿到国家原
创新药药证。一个个原创新药的诞
生，为奠定上海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
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使药
物所成为张江“药谷”原始创新不竭
的动力之源。

“80后”小伙肖云峰家住河南沈丘县卞路口乡肖门村。2004年肖
云峰从河南理工大学毕业后来到焦作市当了一名导游。在与游客交谈
中他感受到城里人对绿色食品的渴求，于是萌生了返乡种地的想法。

“老家土地成本低，有机农业前景广阔，县里对返乡创业又有扶持
政策，我看好这个机遇！”2014 年肖云峰返回家乡，牵头成立了田野青
种植专业合作社。头一年小打小闹基本没赚钱。第二年，肖云峰通过
扶贫办申请了50万元贴息贷款，扩大合作社规模，引进大型机械，改善
农田设施。同时，参加县里组织的技术培训，优化种植结构。期间，他
共流转本村土地565亩，其中300亩种植优质强筋小麦，40亩建起蔬菜
大棚，另外搭配种植脱毒土豆、香蕉红薯、水果玉米等特色农产品。

2015年，肖云峰发动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等形式与合作社结
成“手拉手脱贫致富联盟”，将村民与合作社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通过优
化收益分配，不仅提高了村民主人翁意识，而且还调动起他们的劳动积极
性，在种植中更加注重产品质量。

“人多智谋广，‘手拉手’发展才能把事业做大做强。”肖云峰介绍，
2016年合作社被列入“产业扶贫示范基地”，村集体也筹资入股，大家的手
拉得更紧了。当地政府还帮助完善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开展技术指导培
训，并积极为农产品跑信息、跑市场。“近两年，产品销路已经打开。最近合
作社接了几个大订单，总金额超过200万元，并与郑州、上海的加工企业建
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肖云峰美美地说。

随着“互联网+”的推广，肖云峰还为农产品销售开启了电商模式。在特
色农作物种植中，他通过秸秆高温积肥降低生产成本，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
时，也为秸秆利用找到了更多出路。去年，合作社实现净利润80余万元，越
来越多的群众来种植基地干零活，大部分群众月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

回顾合作社4年的发展，这是一个“手拉手”的历程。在肖云峰创业刚
起步时，政府在土地、资金、技术等多个方面给予他“实打实”的帮扶，是政
府的“大手”拉起了他的“小手”。现在，合作社发展壮大了，他再用合作社
这只“大手”拉起贫困群众的“小手”。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人才是关键。肖云峰说，只要大伙在家能赚
到钱，会有更多外出打工者选择返乡。随着政策利好对“双创”人群不断释
放，有的返乡者也会像他一样加入创业队伍。“到那时，‘手拉手联盟’会更
加壮大……”肖云峰告诉记者。

王逸平，1963 年 2 月份出

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

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

究员、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

所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所党委

委员、药理党总支书记。2018

年4月11日，他因病逝世，时年

55岁。

肖云峰在地里干活。 （资料照片）

上图 王逸平在实验室做药物实验。

右图 王逸平在办公室电脑前。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