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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人才
报》服务全省人
才开发，服务人
才职业发展，面
向全省人才人社
工作者、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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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业创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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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宣传重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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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发布解读
国家及福建省最
新出台的人才人
社政策，发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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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大学生风采

8 月 28 日，龙岩市永定区
2024年第二十二期高素质农民
培训班（省级资金）在古竹乡开
班。此次培训由龙岩市永定区
农业农村局主办，福建省人才
培训测评中心承办，永定区古
竹乡政府协办。来自永定区各
乡镇种植大户、合作社带头人
等50名高素质农民参加为期三
天的农业技能培训。

本次培训内容涵盖烟后稻
轮作栽培技术、果茶种植与加
工技术以及畜禽养殖技术等多
方面系统课程。除传统种养殖
技术授课外，培训结合农民实
际需求，开设了现代农业发展
趋势与对策、农产品品牌创建
等课程，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
提高农产品质量，促进增产增
收。培训期间，农业专家们还
针对近期洪涝灾害向学员们讲

解汛期动物防疫措施，提升学
员应对突发动物疫病应急处置
能力，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针
对性。

培训采用“理论+实操”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农业专家们
亲自深入田间地头，边操作边
讲解，为学员们手把手传授水
稻和百香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专家们现场对患病家禽
进行解剖，通过现场演示为学
员们讲解家禽内脏器官识别及
病理变化。学员们边看边学，
收获了更多专业知识。

“第一天，我就觉得收获不
少，培训很接地气，技术也很实
用。”培训班学员吕凤安表示，
学到了许多实用的农业技术知
识，培训结束后要将学习到的
新技术运用到实践中，提高农
产品的质量。（通讯员 陈杏杏）

徐洵院士 1956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
学，历任中国医科大学讲师，中国科技大
学生物系教授，国家海洋局（现更名为自
然资源部）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
主任、名誉主任。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曾多次荣获国家海洋局科技进
步奖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1997年被
中国科协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1999年获国家人事部一等功表彰。主编
书籍有《海洋生物基因工程实验指南》和
《DNA重组技术》等。

多年来，徐洵专注海洋生物基因工程
研究，创下了多个第一：利用DNA重组技
术首次在海洋低等生物中发现人功能蛋
白的原始基因，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基
因工程实验室，构建了我国第一个拥有知
识产权的海洋基因工程菌，率先破解了严
重危害对虾养殖业的对虾白斑病病毒基
因组密码。

在自己的祖国搞研究，才是我们的追求

1934 年 10 月，徐洵出生于福建省建
瓯市。父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全家仅靠父
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中学时代，恰逢
抗战胜利初期，局势动荡，学校教学无法
正常进行。徐洵凭借坚强的毅力，自学通
过了大部分课程。中学毕业后，徐洵以华
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国医科大学录
取。当时的中国医科大学名师云集，他们
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理念、平易
近人的待人态度、低调的处事风格，深深
影响了徐洵，至今让她满怀感激。

正是在这些良师益友的影响下，徐洵
的潜力得以发掘，更帮她敲开了科学殿堂
之门。1957年，大学毕业后，徐洵担任中
国医科大学教研室助教，专门研究酶的活
性在代谢调控中所起的作用。1978年，徐
洵被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这也成为
她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转折点。

三年后的1981年，徐洵被选派作为中
国科技大学生物系的代表出访美国，到美
国十几所著名高校交流座谈。随后，徐洵
两度前往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交流
合作。在美期间，徐洵利用 DNA 重组技
术从海洋无脊椎动物体内首次克隆到高
等动物重要功能蛋白的原始基因，在该蛋
白质的进化上有新的发现，解决了分子进
化中生物学家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徐洵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众多实验室
的关注，纷纷发出邀请。国外优越的环
境、先进的技术和仪器设备，对科研工作
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会，但徐洵有自己
的答案。

“我和先生都认为美国终究不是自己
的国家，在自己的祖国搞研究，才是我们
的追求。”徐洵说。

只要全身心投入，一定会有收获

1990 年年底，徐洵不远万里回到祖
国。在国外从事海洋生物研究的这段经
历，让她看到了国内海洋生物学研究与国
际一流水平的巨大差距。她开始将目光

转向用国际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解决我
国海洋产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为此，徐洵
决定调到海洋三所继续从事海洋生物学
研究，开启了人生轨迹的又一次飞越。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毛蚶污染造成
甲型肝炎流行，徐洵领导课题组建立了海
洋环境中贝类受甲肝病毒污染的快速检
测技术，成功解决了甲肝病毒检测难题，
使检测时间由原来常规方法的 6 周~8 周
缩短到1天。

徐洵说：“我相信无论做任何事只要
全身心投入，认真执著，坚持不懈，一定会
有收获。”

对虾病害向来是水产养殖面临的重
大问题，曾给我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由
徐洵领导的实验小组于 1999年在国际上
率先完成了困扰对虾养殖业多年的病原
——对虾白斑杆状病毒的基因组全序列
测定，这项成果使我国对虾病毒研究水平
获得重大提高，并于 1999 和 2000 年先后
被评为我国十大基础研究新闻和十大科
技新闻。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还建立了
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基因检测技术，并应用
于我国东南沿海对虾养殖区。同时，徐洵
带领研究团队还完成了“对虾天然免疫的
分子基础”研究，首次从抗病对虾组织中
发现了一批具有抗病毒作用的对虾免疫
相关基因，并初步揭示了对虾免疫作用的
特点。这些研究成果促进了进一步了解
对虾免疫抗病的分子机理，为对虾病害防
治提供了新途径。

培育海洋人才，我义不容辞

在海洋三所，有一个堪称世界库藏量
最大、种类最多的微生物“银行”——中国
大洋微生物菌种库，库中菌株和样品面向
全国开放共享，为深海微生物研究与开发
提供重要的深海微生物样品。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徐洵积极推
进我国深海大洋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工
作。面对当时国内海洋生物技术落后，资
源、人力严重匮乏的境况，她四处奔走，筹
集经费，置备仪器……功夫不负有心人，
海洋基因工程实验室得以顺利创建，这也
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深海基因资源研发的
实验室。

随后，国家级的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
中心、中国大洋深海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研
究开发中心先后建立。目前，该实验室拥
有国际上最大的深海微生物菌种库，是我
国深海生命科学特别是深海微生物学与
深海基因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团队之
一。在我国深海生物学研究、深海生物资
源开发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引领
作用，成为国家海洋基因资源权益维护的
中坚力量。

徐洵说：“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在培育
海洋人才方面尽自己的一点力量，这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至今日，徐洵创建的海洋基因工程
实验室，因成果显著被评为自然资源部海
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一大批海洋

人才脱颖而出。一方面，她积极倡导和组
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拓展科技人员的视
野和思路；另一方面，她鼓励和帮助新引
进人才积极申请各类科研项目，压担子促
成长。在她的悉心培育下，该实验室已发
展成为拥有40多名高学历、高职称科研人
员的创新团队。有3名科技人员先后成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深海海底，将是地球上最后的“新世界”

深海微生物因生存环境极端特殊，在
生命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多样性和
代谢机制，嗜冷、嗜压、嗜热、嗜碱以及抗
重金属等极端微生物资源丰富，是新结构
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目前，深海极
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

现出了巨大活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资源
勘探和研究巳经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科
学热点。

2000年以来，徐洵指导科研团队开创
了我国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研究开发的新
领域。科研团队开展了对海洋生物，特别
是深海极端微生物的适应性和深海遗传
资源的分子生物学研究。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人类愈来愈发
现深海蕴藏着巨大的宝藏。从科学意义
上看，挖掘海洋生物资源有助于探寻全新
的物种和生命机制。同时，海洋生物作为
理想药物和工业材料来源，具有十分可观
的潜在经济价值。”徐洵说，至今，人类探
测的深海海底只有 10%左右，却已经展现
出了诱人的发展前景。“可以说，深海海

底，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新世界’。”
在徐洵看来，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开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存在
一些薄弱环节，诸如，缺少配套的深海保
真采样设备，很难探寻到保真、高质量的
深海生物样品；实验室模拟培养设备和船
载培养设备还需完善提高。

“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海洋技术力
量和资源得到进一步整合，深海生物资源
开发利用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徐洵认为，在我国海洋生物科技资源获取
困难、总量不足的大背景下，应鼓励研发
科技资源特别是生物样品资源合理共享，
提高科技研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来源:《耕海逐梦——厦门海洋人风
采集》）

福建省陆氏传媒有限公司的创始人、00后青年导演陆雨鑫
带领团队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斩获福安市第五届大
学生（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宁德市大中专毕业生创业项
目一等奖、福建省大中专毕业生创业项目一等奖，成为福安市
首位创业大赛“三连冠”获得者，这为她的创业之路注入了更多
信心与动力。

陆雨鑫从小酷爱电影，15岁时便开始系统学习电影电视理
论知识和摄影专业实践学习。19岁时，她根据自己儿时的亲身
经历自编自导的处女作微电影《陪在你身边》，入围第3届北京
国际儿童电影展短片主竞赛单元，之后陆续制作《步履人生》、
《福戏》、《失真纪念日》等多部影视作品，陆续斩获泰戈尔国际
电影节最佳学生短片评论家选择奖、新加坡世界电影嘉年华最
佳学生短片杰出成就奖等诸多国内外电影节奖项。

2022年8月，大三在读的陆雨鑫带领自己组建的专业团队
返乡创作了福安市本土首部新生代电影《宁海往事》。这部影
片为宁德市赢得了首个亚洲微电影艺术节的“金海棠杯”最佳
作品奖，并在温哥华华语电影节上获得“红枫叶奖”提名。此
外，《宁海往事》荣获2023华东地区暨全国部分省市微视频（微
电影）作品大赛最佳作品奖、入围第 13届澳门国际微电影节、
入选福建省广播电视局2024年“中国梦 新征程”原创网络视听
节目等11个荣誉，并进入国家广电总局参评。

2023年7月，陆雨鑫先后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中国传媒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获本科双学士学位，
并同时获得省级和校级优秀大学毕业生荣誉、入选四川音乐学

院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本有机会在大城市获得高薪职位，但出
于对家乡的热爱，陆雨鑫放弃这些机会，回到家乡福安自主创
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家乡的文化故事展现在更多人面
前，用影像的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与振兴。

陆雨鑫在创业的一年内被授予宁德市优秀共产党员、福安
市首批乡村振兴特聘指导员、福安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福建省
电影家协会会员、福建省青年好网民、入围第七届中国好网民、
福安市茶业协会“茶叶工作驿站”专业人才等荣誉。她拥有 8
年的影视行业经验，多部导演的作品累计斩获 20多个国内外
电影节奖项。

除了电影摄制项目外，福建省陆氏传媒有限公司自创办以
来制作了多部本土短片。在闽东日报推出的为纪念陈祥榕烈
士21岁生日的新闻短片《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中，陆雨鑫担任
编导与后期制作，该片引起了广泛关注。

摄制的短片《台湾青年，打拼在宁德！》荣获新华网“我们的
向往”短视频大赛优秀奖、“贯彻二十大 E起看宁德”短视频大
赛优秀奖。

围绕国家级非遗福安平讲戏为主题摄制的短视频《福戏》，
荣获福建省非遗短视频大赛优秀奖，在宁德市文联 2023年重
大文艺项目——宁德市2022年度文艺创作扶持作品中获得优
秀奖。

摄制的短片《福安绿茶制作技艺申报片》助力第五批福安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功申报。

陆雨鑫带领团队扎根农村文化沃土，致力于完成电影《南
岩往事》。“电影+研学”、“电影+文创周边”、举办乡村电影节等
项目是陆雨鑫团队孵化中的内容，旨在不断推进“福影·福安”
这一城市电影 IP的发展。

自2023年10月陆雨鑫导演团队在福安市南岩村挂牌成立
电影基地以来，吸引了包括中国美术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阳光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开设艺术类专业的高校的
教师和学生前来调研，进一步推动了校企共建的合作与发展。

在未来的日子里，陆雨鑫将继续用影像的力量，助力福安
乡村振兴、文旅发展。“希望通过电影的力量来传承和推广家乡
的文化，在助力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年轻人看到
家乡发展的潜力，带动更多返乡大学生的创业热情。”陆雨鑫表
示。 （来源：福安共青团 通讯员 廖长华）

培训很接地气 技术也很实用
龙岩市永定区第二十二期高素质农民培训班（省级资金）开班

科学家风采科学家风采

人 物 名 片

徐洵，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海洋生物工程学家，我国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的开拓者和学

术带头人，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基因工程实验室，引领科研团队开创了我国海洋生物基因资源研究开发的新篇章。

筑科技之盾，探索地球“新世界”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生物工程学家徐洵

以影为媒助力乡村振兴
——记福建省陆氏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青年导演陆雨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