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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杨建斌在湖南
省益阳市资阳区一家农机
制造企业工作，主要负责
农机动力与变速箱的整装
调试以及农户农机的日常
维修。

近年来，华夏大地广
袤田间出现了越来越多“Z
世代”新农人的身影。他们
有想法、肯吃苦、能干事、会

“折腾”，一步步闯出了属于
自己的一番天地。年轻人
的鲜明个性和现代农业的
光明前景，共同造就了他们
的职业选择。乡村振兴的
大舞台上，“Z世代”正展现
着自己的青春力量。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留学归国做科研

1977年，徐志刚出生于江苏省徐州市，2006年大
连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拿到了美国迈阿密大学博
士后的邀请函。到了美国，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从事药
物化学研究，还拿到了美国绿卡。7年后，他毅然放弃
在美国的一切，选择回国研发新药。

“跟国外相比，我国当时的新药研发能力还较薄
弱，正是需要科研人员的时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
内新药研发的发展空间会更广阔。”徐志刚说。

2013年，徐志刚在美国遇到2名志同道合的留美
博士，3人一拍即合，随即决定一起回国发展。经过谨
慎考量，他们最终选择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重庆文
理学院工作，从零开始组建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
院，研发属于国人的新药。

2013年夏天，初到永川的徐志刚便被高品质的现
代化城市建设和热情好客的永川人所打动，认定永川
是个干事创业的好地方，当即决定留在永川做科研，
随后将美国的妻儿老小接到永川安家落户。

来到永川后，良好的人才政策和发展平台让徐志
刚把他乡变故乡。他说永川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让他
感到非常惊喜，不仅自己享受到了人才优惠政策的福
利，相关部门还切实帮助他解决了子女入学、妻子随
调随迁以及全家人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的问题，让他
没有了后顾之忧，放开手脚干事创业。

全力以赴研发新药

每日从早到晚在实验室里对着瓶瓶罐罐做实验，
无疑是一件枯燥的事，一旦失败，连续许多天的努力
都将付之一炬，甚至需要推翻重来。也许是经历了太
多失败，徐志刚不仅一点不失望，反而对失败后的重
新开始充满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15年
徐志刚团队成功研发出了一款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抗ED和肺动脉高压新药，一举夺得“第四届中
国创新创业生物医药行业全国总决赛”生物医药行
业第一名。

获奖归来，永川区委、区政府专门给徐志刚和团
队提供了200万元的科研经费。2018年，该新药获得
中国新药临床批文，2019年成功实现一次性3000万
元的成果转化，目前已经进入了临床二期。该新药与
目前市场上的抗ED药物相比，具有更高的预期市场
认可度，有望进入国际市场，跟国外同类药物竞争。

徐志刚的科研脚步并未就此停下，他更有信心和
动力，比以前更加醉心于科研，争分夺秒研发新药。
至于为何要争分夺秒，他说一款新药的上市大约需要
10年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些患者等不起，新
药早一天上市就能早一天减少病患的痛苦，也能抢占
先机挤占国外市场份额。

2019年，徐志刚带领团队还研发出了一款治疗甲
状腺癌、乳腺癌的RET/VEGFR2抑制剂，与目前甲状
腺癌治疗药物相比，体外活性增加了1000倍以上，已
获得中国CFDA的临床申请，该项技术成果走在了世
界前沿。

信心满满向未来

在药物研发领域不懈求索的徐志刚，并不是单打
独斗，他深知一款新药的研发，单凭一己之力是很难
完成的，需要团队协作。

一方面，徐志刚通过日常教学，培养和吸引更多
在永学生走上新药研发之路。另一方面，他在同学、
朋友和同事中，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展示永川对人才
的重视、良好的人才政策和发展环境，吸引更多高端
人才来到永川加入他们的团队，让更多人才不仅引进
来而且还像他一样留下来安心干事创业。

8年的时间，他们的新药研发团队由最初的3人发
展到现在的27人，仅博士就有21人，其中留学归国10
人，还有4名海外知名药物化学家是该团队首席科学家。

随着团队的不断壮大，一款款处于国际前沿的
新药研发成功，徐志刚对未来信心满满。他坚信在
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原创新药从永川走向世界，造
福人类。

徐志刚：致力于创新靶向药物的研发
文/图 本报通讯员 周舟

徐志刚（左一）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信息技术对传媒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懂企业、
懂用户、懂生态、懂产品。信息技术可以让传媒实
现精准治理与智能决策；未来传媒服务将会形成
网络，传媒服务网络中的数据、产品交换，需要构建
可信的交易环境，可考虑运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
这些问题；内容生产未来趋势是众包化、智能化，内
容呈现方式将是跨界的、碎片的。 ——尹建伟

（尹建伟，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技术对内容产业的赋能在显著加
速。之前内容产业发展以人为主，如今机器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已进入人机共生的阶段。机器
参与生产的内容，已经达到可以使用的水平。在内
容传播全链条中，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五个
环节中，机器最难参与的就是内容生产环节。当前
技术和机器在内容传播领域的五个环节都开始发
挥重要作用。 ——张勇东

（张勇东，人民日报社传播内容认知国家重点
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只有充分互联互通的平台和生态，才会促进
科学合理的社会分工，才会促进公共服务打破各
种藩篱，从而破除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只有打破

“信息孤岛”，才能更好地实现互联互通。
导致“信息孤岛”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ID不

统一。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可以通过统一的ID
与数字证书绑定的方式，打破界限，形成身份、行
为均可追溯的信用体系。 ——庄仁峰

（庄仁峰，中移互联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月27日，正值周日。午后，许多
市民邀上好友或陪着家人走出家门去
赏花观景，享受明媚春光。在重庆文理
学院创新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偌大的
实验室里，一个瘦高的身影正在聚精会
神地做着实验。

他就是重庆文理学院创新靶向药物
国际研究院学术带头人、“巴渝学者”特
聘教授、“重庆英才·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等诸多荣誉的获得者徐志刚博士。

寒来暑往，徐志刚几乎全年无休，
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十几年
如一日醉心于科研，致力于创新靶向药
物的研发。

科技先锋科技先锋

谈谈

杨咏梅，现任合川区铜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镇科协兼职副主席。她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从事农
业农村工作26年，在科学普及、科技推广、科技扶贫、
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得到群众广泛认可。

杨咏梅刚参加工作时，书中的理论不能融会贯
通，不熟悉实际操作，常被农民朋友难住。实践是最
好的老师。她经常跑到田间地头和农民朋友一起探
讨，回来后再找相关的科技书查看，多年下来，积累了
丰富的科技知识。

而今，农业服务中心的每个职工在她的带领下，
拿着书蹲在大棚里，走在田间地头上，都能在业务上
独当一面，农民朋友的咨询随时能够得到满意的解
答。来农业服务中心咨询办事的农民朋友常高兴地

说：“我们需要农业服务中心这样的干部！”
“群众满意，我们才满意”，这是杨咏梅的工作原

则。培训的时候她总是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需要什
么他们就讲什么。有的问题现场解决不了，她就记住
是谁提出来的，等有准确的答案后再告诉他们。

在病虫害防治中，她既要设点定时观察，及时将
情况通报给农民，还要指导防治，常常忙得顾不上吃
饭。有的群众干脆在下班后拿着有病的植株去家里
找她，她总是放下自己家里的事情，认真服务百姓，传
授防治方法，看着农民满意地离开，她高兴地笑了。
虽然忙，但她很高兴，因为她看见农民朋友相信科技、
依靠科技，她用科技的力量给农民朋友带去了真正的
实惠。 （合川区科协供稿）

杨咏梅：深耕基层的农技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