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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酸甜苦辣咸五味中，甜味是最能
给人带来愉悦的味道。研究表明，甜食
会促使大脑产生一种化学物质“脑啡
肽”，该物质能帮助人们抚平情绪，产生
快乐与幸福的感觉。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这么多人热衷于甜食的原因。可是，
如果你正在节食瘦身，或者血糖偏高，
难道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逃离”这甜
蜜的诱惑吗？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这样一
家企业，以甜叶菊为原料生产天然甜味
剂，既能满足人们对甜味的喜好，又不
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它就是伊比西（北
京）植物药物技术有限公司。

为了这份甜蜜的事业，伊比西奋斗
了整整10年。

外贸起家

伊比西（北京）植物药物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师锦刚1983年考入北京化
工大学，那年他16岁。在大学期间，他
门门功课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学
霸”。198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保送研
究生。

毕业之后，师锦刚与大多数同学一
样进入国企工作。随后又于1991年入
职伊比西公司北京代表处。那时的伊
比西还是一家国际化工贸易公司。

师锦刚的潜意识里一直认为，生意
人应该八面玲珑，可自己作为“直肠子”
的陕西人实在不善交际。为此，他甚至
一度产生放弃伊比西工作的想法，想去

国外读博士，继续做化工方面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是国际贸易从业者

的“黄金时代”，得益于“国营+专营”经
营方式，大多数行业企业的利润都非常
可观。当时的伊比西主营精细化工品，
合作企业包括意大利的兰迪齐、印度的
高洁等。

那段时间通信与网络不够发达，最
好的沟通方法就是面对面交流。师锦
刚也因此获得了很多与外企高管直接
交流的机会。

时至今日，伊比西已成为天然保健
品、色素、甜味剂和化妆品添加剂等多个
领域的领军企业，并申请国内外专利
200余件。回顾企业成长历程，师锦刚依
然认为人生中最宝贵的一份财富来源于
早年接触外企高管们的经历，是他们帮
助自己开阔了视野，明确了前行的方向。

无问西东

1994 年，政策环境有所变化，运行
多年的低买高卖模式不再具有明显优
势。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精细化
工品价格越来越透明，外贸企业利润不
断收窄。

师锦刚意识到，企业要想进一步发
展必须转型。可该向哪里转呢？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思
想深深地影响了师锦刚。别人都在问

“我如何成功”，彼得·德鲁克在问“我如
何贡献”；别人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实现
自己的价值”，彼得·德鲁克在问“我怎
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放弃在化
工领域多年的积累对伊比西来说肯定
不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能在原有基础上
做一些改变，做对客户、对行业有价值
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

但行前路，无问西东。在这一信念
的支持下，师锦刚带领伊比西紧盯客户
需求，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并
由此开始了转型之路。

1995年，伊比西开始在中药提取物
领域不断发力。公司最早经营的是甘
草提取物，主要用于给烟草过滤嘴增加
甜味。1997年，伊比西开始进口原产于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果原料，并自主
开发出两种提取物，产品出口美国、日
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2002年左右，伊
比西成为国内第一家研发并实现“鬼子
姜”（菊粉）产业化的企业，随后又从番
茄汁中成功提取出番茄红素并实现了
产业化应用。

在食品工业中，色素的使用非常广
泛。诱人的红色、清新的蓝色、淡雅的
绿色……这些丰富的色彩背后是胭脂
虫红、柠檬黄、日落黄等一系列化学合
成色素。

科学研究发现，过量摄入化学合成
色素会增加儿童多动症等诸多疾病风
险。于是，不少企业开始投身于天然色
素领域。伊比西也看中了这一行业风
口。他们开展了艰苦卓绝的科技攻关，
研发出“酸稳定性蓝”，并成功复配出
绿色。

象牙果原产于厄瓜多尔和哥伦比
亚，最初只用作装饰品。后来，有科学
家发现象牙果中富含的某种成分可以
治疗妇科疾病，但提取极为困难。伊比
西也曾尝试过，结果以失败告终。不
过，在研究过程中他们意外发现，象牙
果粉碎后可以轻易染色。

师锦刚马上联想到化妆品行业中常
用的磨砂膏。磨砂膏中的磨砂颗粒最初
采用的是塑料粒子，后来改用很难染色
的坚果或细沙。在这一点上，粉碎后的
象牙果优势明显。他还发现象牙果碱解
后可成为滑石粉替代物。于是，伊比西
对象牙果的研究从医学领域彻底转向了
化妆品领域，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像这样的故事在伊比西还有很
多。师锦刚把这些无心插柳的成就归
功于早年的化工贸易经历。正是这些
丰富的经历让他不受“条条框框”的约
束，因此在产品研发时更易从全新的角

度思考问题。在他看来，化工领域涵盖
的内容非常广泛，还有很多未知的物质
值得探索。

苦尽甘来

食品饮料工业能在近几十年间飞
速发展，各种添加剂特别是甜味剂功不
可没。随着消费升级趋势日趋明显，如
今的人们对甜味剂提出了更高要求
——除了要满足消费者“嗜甜”的需求
外，安全、健康也越来越被看重。

早年，合成甜味剂一度盛行。人们
最早使用的是糖精钠，但该产品在上世
纪70年代左右由于安全性等原因被美
国FDA禁止使用。随后，第二代合成甜
味剂阿斯巴甜、安赛蜜以及第三代合成
甜味剂三氯蔗糖先后面世。

与蔗糖相比，合成甜味剂的好处在
于不进入人体代谢，不会引发肥胖，并
且甜度高，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与
此同时，合成甜味剂也存在着潜在的健
康隐患和环境威胁。各种有关合成甜
味剂的安全、健康质疑屡见报端。此
外，一些合成甜味剂不易降解，给环境
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研究发现，甜叶菊是一种多年生
菊科草本植物，叶片中含有菊糖苷，甜
度为蔗糖的 150倍至300倍，是一种极
好的天然甜味剂，也是食品及药品工业
的原料之一。由于没有副作用，目前
已有不少国家采用甜叶菊提取物代替
糖精。

最早的甜菊糖生产工艺比较简
单，产品主要以粗提物为主，口感也不
算太好。针对这些问题，伊比西先后从
多个方面入手开展科研攻关，基本克服
了传统甜菊糖产品“起甜慢”“后味苦”
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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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西以甜叶菊为原料生产出天然健康的甜味剂——

开拓“甜蜜的事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于 泳

创业者说创业者说

这两天，山东能源龙矿
集团机电维修制造中心铆焊
班职工杨晓龙又领到了1万
多元分红。“从去年到现在已
经分红两次了，据说今年还
会再分一次。我的本金一共
才 4 万元，什么理财产品能
有这么高的收益？”杨晓龙满
脸笑容地说。

杨晓龙告诉记者，就在
3 年前，自家的日子还远不
是这般幸福模样。龙矿集团
机电维修制造中心的前身是
龙矿集团总机厂，前几年外
部市场持续低迷，内部机制
僵化、市场竞争力差，导致企
业持续亏损，资产负债率一
度超过100%。

企业日子不好过，作为
员工的杨晓龙收入自然上不
来，“1 个月工资才 1000 元
出头，回到家里老婆都不给
个好脸色”。所有人都知道，
企业如果再这么下去，最终
结果只能是破产倒闭，迷茫、
惆怅的情绪在总机厂职工中
蔓延开来。

好在关键时刻，集团层
面出手了。当时，龙矿集团
新任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家
忠先后 3 次来到总机厂调
研，找“病灶”、开“药方”。
2016年7月份，总机厂更名
为龙矿集团机电维修制造
中心，对管理人员公开选
聘，管理人员减幅达 42%。
作为龙矿集团首家模拟混合所有制改革单位，制造中心
全面推动资产租赁运营机制改革，干部职工按规定出资

“入股”，租赁企业部分有效固定资产。
此“药方”一出，制造中心立刻“炸开了锅”，不少老员工

抱怨。“3个多月没开工资，还要从家里拿钱倒贴给厂里？改
革不成功谁还我们的血汗钱？”

为打消职工顾虑，龙矿集团在一周内召开了3次企
业改革座谈会，集团管理层与员工当面对话、现场答
疑。他们还下了一剂“猛药”，如果企业经营亏损，领导
班子成员、中层管理人员将按“股金”认缴总额占资产
比例承担亏损；职工层不承担亏损，只按“股金”认缴额
参与盈利分配。这下，大伙心里踏实多了。

“当时我想尽了办法才凑上这4万元，为这事儿，老
婆3天没搭理我。”杨晓龙回忆说：“最终让我下定决心入
股的是企业领导们的态度。‘当家人’是我们自己选出来
的，人家都入股了，还承诺赚钱大家分、亏本自己担，这说
明人家有决心、有信心把企业办好。作为企业职工，我们
为什么不支持一下？”

有了员工的支持，资金也陆续到位，大刀阔斧的改革
开始了。山东能源龙矿集团机电维修制造中心党总支书
记、主任林郁介绍，企业要发展，产品是关键，但从更深层
次来看，创新能力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更
好地激发科研人员的热情成为改革的关键。为解决研发
成果与科研人员绩效不挂钩的“痼疾”，该中心实施了全
新的“核心技术项目风险抵押考核”制度，并推行“股权分
红+绩效工资+项目奖励”机制，考核成绩优秀者收入倍
增；增设“技术工人奖”，把创新平台延伸到生产一线，谁
的小革新、小发明多，谁就会额外得到奖励，相关成绩还
可纳入年底评优。

统计显示，改革 2 年来，该中心“小改小革”超 100
项，超过八成一线职工收到了技术奖励“大红包”；新研发
的QJZ系列隔爆型真空磁力启动器等10余项新型矿用
产品中有13项获得相关认证，其中获得专利的有9项。
随着新工艺陆续转化为新产品，制造中心不仅在几个月
内就扭亏为盈，而且营收、利润等关键指标均大幅增长。
2018 年，该中心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4.2%，对外创收同
比增长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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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九寒天的黑龙江佳木斯，最高气
温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每年一到这
个时期，玉米种植农户们总是待在家
里，而他们却纷纷走进佳木斯大学参
加首届“科迪华农业科技™农民大学”的
农业技能培训。

“做农业就要经常去农村，和农民
打交道，了解他们真实的需求。”科迪华
农业科技™公司大中华区总裁王建平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去年我们在中国与
农民们一起开了几百场会，传授他们种
植养殖新技术，让农民种好粮食、卖个

好价钱。”王建平介绍，专家们为农民设
置的课程包括农艺技术、良种鉴别、数
字化运营以及如何采用商品期货工具
对冲风险等各类技能，覆盖了农场运营
全周期的完整知识体系。

大多数人对于科迪华农业科技™公
司这个名字都会感到陌生，但它的“老
东家”陶氏化学公司和杜邦公司可是无
人不知。两家赫赫有名的全球 500 强
企业联手设立科迪华究竟出于怎样的
考虑？

据王建平介绍，2017 年 8 月份，陶
氏杜邦农业事业部成立，2018年2月份
新公司 Corteva Agriscience 亮相，其
名称含义为自然之心。同年 8 月 29 日，

该公司在大中华区正式启用全新中文
名称“科迪华农业科技™”。目前，该公司
在中国拥有19个研究和试验设施、6个
生产制造设施，供应链与渠道网络遍布
全国大部分省区市。

“很多现代农业公司都非常关注精
准农业。所谓精准农业是指以信息技
术为支撑，根据空间特性定位、定时、定
量实施的一整套现代化农事操作与管
理系统，是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全面结
合的新型农业，可以提升对抗自然灾害
的能力，有效缓解化肥、农药过度使用
等问题。”王建平说。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农民种好地。”
王建平以数字农业为例介绍说，去年一

位叫杨海昌的农民在内蒙古蒙西经济
区一带种植了 700 亩玉米。“我们与他
开展了紧密合作，还通过卫星测绘监控
玉米生长情况。当时，我们观测到他家
同时种下的玉米生长状况不一。农艺
师现场采样发现该地块长期用磷肥，造
成土壤板结。及时发现问题、找到原
因，进而帮助种植户解决问题，这就是
我们的工作。”

谈及公司未来的重点，王建平表
示：“我们今后要加强气象预测方面的
工作，研究农作物生物质、淀粉等的构
成比重……在塑造未来农业的道路上，
科技创新将为全球种植者启迪农业智
慧，照亮丰产、繁荣的未来。”

科迪华农业科技™公司：

科技创新“照亮”农业未来
本报记者 陈 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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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温济聪报道：在光大集团日前举行的
2019年工作会议上，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表示，2018
年集团经营情况总体向好，呈现出规模、质量、效益同
步提升的良好局面。其中，资产规模适度增长，合并总
资产达到4.8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营业收入大幅提
升，达到1617亿元，同比增长 19%；拨备前利润显著增
长，达到 888 亿元，同比增长 18%，高出净利润增幅 15
个百分点；财务储备不断夯实，全年拨备支出 358 亿
元，同比增长 68%。集团总体预算完成情况良好，总资
产、营业收入超额完成预算，拨备前利润和净利润明显
好于预期。

在新的一年里，光大集团将以更具体、更实用的措
施，重点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帮助民营企业破除发展障碍，打通资金“到达”实体经
济的“最后一公里”，增强实体经济内生动力。

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四个“一视同仁”，支持民营企
业发展。即，信贷政策要一视同仁，不提高准入门槛；产
品创新要一视同仁，根据民营企业特点，创新金融产品；
服务效率要一视同仁，主动服务，简化流程；激励约束要
一视同仁，落实民营企业授信尽职免责制度。二是要
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基金和资产管理计划落地，为稳定
资本市场发挥积极作用。三是要探索设立债转股基
金，优化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四是要合理配置专
项信贷额度，降低融资成本。根据计划，光大银行将继
续加大对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确保将
新增贷款的20%投向普惠领域，力争实现新投放贷款利
率平稳下降。同时，实施“双百计划”，明确将100家民营
企业客户作为重点支持对象，争取落地100个普惠金融
供应链项目。

光大集团质量效益同步提升
秉承四个“一视同仁”支持民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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