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授牌仪式

□本报记者林硕

2019 年 7 月，《福建省铁

皮石斛花、叶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征求意见会议在厦门

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召

开。由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的《铁皮石斛

花、叶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制定工作，经过近一年

的艰辛努力，已取得阶段性

成效，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在中国中药协会领导下，

塔斯曼牵头成立了石斛研究

委员会，不仅参与制定中国药

用石斛标准，而且荣获专利产

品逾百余项，成为福建省石斛

行业的龙头企业。

在多年的创业过程中，卢

绍基对自己的产品，始终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塔斯曼厦门

总部的位置是经过四次搬迁

后定下来的，对于每位前来参

观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总部的人来说，在美丽的

天竺山脚下，巨大的铁皮石斛

温室的面积总能让人感到震

撼：在这个总面积达近 1.5 万

平方米的温室，千万株铁皮石

斛种苗绿意盎然地绽放着勃

勃生机。这一全国单体面积最

大的智能化铁皮石斛温室年

可产 2 亿株苗，年产值可达 1

亿元。

目前，塔斯曼除了厦门

总部二百多亩科技园外，在新

疆、山东、山西等省还有多处

育苗基地。塔斯曼被中国中药

协会授予“科技创新企业奖”。

并被授予“中国诚信经营示范

单位”、“中国中药协会石斛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福建

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石斛专业

分会会长单位”，公司还被福

建省侨办定为侨资企业服务

联系点。

2018 年 9 月,“厦门塔斯

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士专

家工作站”获批复成立，卢绍

基表示，该工作站将竭力为厦

门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创新、

引领百姓富裕做好科技服务

工作，积极为厦门、集美引进

和培养高层次人才，开展高层

次学术与技术交流活动提供

服务。

卢绍基曾深有感慨地

说：“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人

们很注重保健，在一日三餐

之外，经常会选择补充食用

些纯天然保健食品，如鱼油、

多维片等，防病于未然。但在

中国，人们都喜欢把钱存起

来，等生了大病才开始大把

用钱，但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这完全是不同的理念，我觉

得这方面国人应该有个改

变，平时就要注意保健，适当

吃些能强化机体功能的天然

保健品来补充身体多方面的

需要。石斛具有药用与保健

功效，希望未来石斛鲜品及

各类保健系列产品能成为中

国人的最佳保健品，并能尽

快沿着海丝之路走向世界，

造福全人类！”

卢绍基对此充满信心：

“我相信在国家‘一带一

路’的建设中，中医药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将成为中华文明与

世界人民沟通的桥梁。而石

斛这一中华文化瑰宝作为

中药上品，也将迎来宝贵的

发展机遇并发挥自己独特

的作用，沿着丝绸之路走向

全世界。”这是在卢绍基心

中的中国梦。

（资料参考《人民日报海

外版》、《闽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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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自

疫情发生后，新西兰华侨卢绍基一直坚守在

他创办的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公司。得知中

药成分能有效防范新冠病毒，他把公司多年

研发的铁皮石斛枫斗、铁皮石斛茶叶、铁皮

石斛香皂等等价值 22.2 万元的保健物资捐

给了厦门市定点治疗新冠肺炎医院———厦

门市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同时，卢绍基委托在海外的亲朋好友

购买口罩、防护服、手套等总价值 1 万欧

元的防护物资；并协助新西兰厦门联谊会

暨商会和厦门大学新西兰校友会购置

5000 个 KN95 口罩等防护物资，一起捐给

厦门市集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卢绍基的创业历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的情怀，正像他给自己公司取名的“塔

斯曼”———位于太平洋、大西洋与印度洋

相交汇的海域，宽阔而深远。

卢绍基出生在福建永定的一个小乡村。

乡亲们当年生活清苦，但十分勤俭纯朴，长

辈们的传统美德，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

从小卢绍基就特别能吃苦，个性独立。看

到大人在地里种庄稼，小小年纪的他就在田

间地头的边角种起各种菜苗，因发现朝天椒

在市场上卖得很好,他建议村里人大面积种植

朝天椒，大家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也因

这个原因，卢绍基培育出了最早的商业理念。

高中毕业后，卢绍基很自然地选择学农

并考上了农林大学，从此他与种植业结下

了不解之缘。

1990年，作为龙岩改革开放后较早的出

国留学生，在乡亲的帮助下，卢绍基带着不到

一百元钱远赴新西兰留学，学的是生物技术

专业。勤奋好学的他毕业之后，很快成为了新

西兰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技术骨干。

在研究农林作物的同时，卢绍基致力于

中药材的研发。作为中华文明瑰宝之一的中

草药，由于农药残留，品质低劣，作用机理模

糊，泡制方法不严谨，难以量化和标准化等原

因，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日益减少，更有许多

珍稀名贵中药濒临灭绝的危机。

作为炎黄子孙和农业科学家的卢绍基，

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一种使命感油然

而生，他决心要好好挖掘中药材的优良品

种，并将其产业化，让中药真正走向世界。

当卢绍基对《药典》中排名第一的石斛

开始深入研究时，惊喜地发现它有许多神

奇的保健功效，大大超过其他的国内外草

药，他称之为“中华仙草”。

卢绍基认为，既然铁皮石斛具有滋养阴

津、降低血糖、抑制肿瘤、延年益寿等如此诸

多的神奇功效，为什么不把这个产业做大，

让石斛造福全人类呢？一颗梦想的种子在

卢绍基的心里发芽了。

经过一番精心筹备，

2010 年 12 月 15 日，卢绍基成

立了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创业的道路多是充满

艰辛的。每天天一亮，卢绍基

就钻进苗圃或实验室，夜以继

日地对石斛进行观察与研究，

常常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

灵魂，对于中草药企业来说更

是如此。在铁皮石斛的研发

中，卢绍基运用多年来在新西

兰从事生物育种所掌握的先

进技术，下功夫进行克隆组织

培养。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新品开发取得了成功，并收获

了三十余项自主专利。在卢绍

基的推动下，福建省正式启动

铁皮石斛种业创新与产业化

示范推广项目，并“后来居

上”。

在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这一具有国际水平

的以铁皮石斛为主的石斛兰

生物工程企业的带动与运作

下，铁皮石斛种业创新与产业

化在福建的示范推广成果喜

人。

2011 年，塔斯曼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研发的铁皮石斛项

目被列入“福建省种业创新与

产业化工程”。

2012 年塔斯曼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积极参与了《中国药

用石斛标准》的制定，先后起

草制定了《产地环境》等 7 个

方面的标准制定。

由于在制定国家标准过

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塔斯曼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荣获中国

中药协会标准制定领域的“组

织贡献奖”，同时由塔斯曼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主导对石斛

叶茶的标准进行了制定，并获

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发

明专利。

2019 年 2 月，“加快石斛

产业创新 助力乡村经济发

展”高端研讨会在集美举行。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精彩纷呈，

是国内外业者探讨石斛产业

发展的一次盛会。整合学界业

界专家资源，把脉石斛健康产

业发展方向，探索新时代“农

研文旅商”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探讨石斛产业发展在乡村

振兴中的价值。

研讨会上，厦门市科协为

2018 年获评厦门市院士专家

工作站的 3 家企业———厦门

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罗

普特（厦门）科技集团公司、厦

门长庚医院有限公司授牌。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

表示，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将发

挥院士专家的技术引领作用，

为厦门市科技咨询、人才培

养、产学研合作、乡村振兴等

提供有益支持，推动地方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

中科院院士、杂交水稻育

种专家谢华安表示，推动乡村

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要紧紧

抓住科技支撑、企业带动、生

态安全、种子种苗四个关键

点，形成绿色发展、可持续发

展。厦门农业和中药材产业的

第一个院士专家工作站落户

在厦门集美区，这说明集美区

的发展环境、营商环境、科技

工作环境优异。厦门塔斯曼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

作站必将为集美区乃至厦门

市的科技咨询、技术引进、成

果转化、产学研合作、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提供有益的支持

和服务，将积极推动当地科技

创新、经济发展。

新西兰福建同乡会副会

长、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卢绍基作了“加快

融合创新、努力展现作为”的

主题演讲。他表示，要以特有

的气魄与胆识，大力推动中药

材的海外交流，开展多方面的

商贸活动。通过与国内外企

业、科研院校国际组织合作，

开展国际注册认证，提升产品

质量和深度开发，推动珍贵中

药材产品进入欧美等西方国

家市场，开拓中药材外贸新

路。让中草药瑰宝铁皮石斛造

福全人类，把“天下第一草”

———石斛产业做大做强，沿着

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的发

展道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异国求学研究农林作物

制定标准助推行业发展

扩大规模倡导中药文化

铁皮石斛枫斗

石斛产业研讨会现场

智能化铁皮石斛温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