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 日, 曾 经 的 飞 虎 队 成
员 ， 约 瑟 夫 · 库 培 的 女 儿 盖
尔·鲍姆加特纳一行从美国大
洋彼岸飞赴昆明,来滇寻访其父
亲昔日战斗过的地方，深切缅
怀父辈的英雄业绩,近距离感受
飞虎队的英雄事迹和可歌可泣
的“飞虎精神”。美国驻成都总
领事林杰伟出席了当日举行的
联谊活动。

盖尔·鲍姆加特纳女士的父
亲约瑟夫·库培曾就职于美国空
军十四航空队(飞虎队)第 396 轰
炸机组,并在其中担任机械师。
生前，库培曾在云南陆良等地
参 加 作 战 ， 并 在 战 争 中 九 死 一 生 。
回国后，那段在中国的经历对库培
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他一
生中难以割舍的情怀,并深深融入到

其以后的生活，以及抚养教育子女
的方式中。

2006 年,这位昔日的飞虎英雄在
美国芝加哥去世。为了实现心中的

愿 望 ， 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看
看,在飞虎驼峰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的策划和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
的帮助下,盖尔·鲍姆加特纳女士
终于得以“圆梦”，踏上了其父
亲难以忘怀、并为之奉献过热
血的土地。

据介绍，在昆明期间,盖尔
鲍姆加特纳女士将到父亲生前战
斗过的地方参观访问,感受和触
摸那段充满硝烟和战火的历史,
广泛接触当年与飞虎队有关的
人员，以及战争遗迹等方方面
面,还将开展参观飞虎队研究会
博物馆和有关飞虎队的纪念场

馆, 祭 奠 飞 虎 队 纪 念 碑, 会 见 飞 虎 老
兵,并与飞虎队研究会有关的人员进
行访谈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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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美国老兵女儿来滇“圆梦”

约瑟夫·库培的女儿盖尔·鲍姆加特纳（中）
与飞虎老兵在一起。

20年前，一位法国姑娘与一位云南
纳西族姑娘在昆明偶遇，之后在昆明文
化巷里开了一家叫“兰白红”的咖啡
馆。20 年后，记者与她们相约，听听

“兰白红”一路走来的那些往事，聊聊往
事背后的昆明情结。

1993年，已在法国学习中文3年的
露滴决定到中国继续学习中文，昆明
是她选择留学的地方。

翠湖边的留学生活，让这位美丽
开朗的法国姑娘喜欢上了昆明。一年
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露滴回到了法
国，可心里老想着惦着昆明。不久她
和先生又回来了，决定在昆明多待上
一段时间。1997 年，她遇到了在外企
工作的和晓迅。同样开朗的晓迅与露
滴一见如故，两人商量后决定在文化
巷里开一家咖啡馆。到工商部门登记
时，需要给咖啡馆取一个店名。两个
女 孩 相 视 一 笑 ， 不 谋 而 合 ：“ 兰 白
红”。蓝白红三色是法国的国旗，代表
着法国。而兰有兰花的含意，也意涵
着中国文化的底蕴，那就用“兰”替
换“蓝”，叫“兰白红”咖啡馆吧，具

有中法合作之意。
1998年的圣诞节，“兰白红”咖啡

馆开业了。因周边几所大学留学生和外
教多，店里的顾客以外国顾客为主。随
着生意做大，中国顾客也多了起来。

咖啡馆一开就是20年。有位美国顾
客10年前来过，10年后路过时，还要了
一杯咖啡坐在当年坐过的位子上与露滴
说，太高兴了，你们的咖啡馆还在，有
种回到家的感觉。现在店里外国顾客和
中国顾客基本各占一半，老顾客习惯了
这里温馨简朴的环境，认为这里
的价格合适，口味纯正，而且这
么多年来一直像老朋友一样陪伴
着他们。

说起这20年间的感受，露
滴讲，昆明人还是20年前那样
没有变，热情而包容。

20年来，随着周边大学的
搬迁和昆明城市文化圈的扩大，
顾客比以前少了，生意也有些影
响。此时露滴的两个孩子也大
了，一个读初中，一个读高中，
她要回法国照顾孩子，“兰白

红”咖啡馆面临着选择。
这 时 ， 一 位 叫 木 兰 的 老 顾 客 来

了，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姑娘也是中
国文化的热爱者，学过中文、中医，
还喜欢太极，在昆明的中医院实习
过，现在成为“兰白红”咖啡馆的

“柱子”，深得露滴、和晓迅的信任。
看着她们三个如姐妹般开心的样

子，记者想，“兰白红”咖啡馆一定会
再开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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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昆明情结不变的昆明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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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云南人

谈起自己熟悉的基因芯片领
域，“80后”科技男马明星神采飞扬。

1981 年出生的马明星年纪不
大，身上却已有不少“光环”：美国
圣路易斯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昆
明市医学会委员。他带领团队开发
基因芯片诊断产品 30 个，获专利
授权 2 项，建立了基因芯片诊断试
剂盒生产基地和 8 个独立医学实
验室，是基因芯片产业化进程的领
军力量。

2011年，马明星从美国圣路易
斯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面临一次重大抉择。是选
择按部就班地到高校和科研院所
上班，还是选择充满未知数的艰苦
创业？

“我希望能够学以致用，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走一条不一样的
路。”回国后，他遵从自己的内心，
和伙伴们踏上了一条充满了激情
和荆棘的创业之路。

马明星说，走进医院，每个病
人最焦虑的，莫过于检查和等待检
测结果。正常情况下，一项普通的
检测需要 30 分钟甚至几天的时
间，而一项复杂的检测结果，则要
等上几周或者数月。如果采用基因
芯片则一次检测就能够对许多疾
病信息做出判断，而且检测的结果
往往更加准确。

在马明星的设想中，建立第三
方医学检验服务体系，不仅可以最
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还能造福患
者。因为具备自有的技术支撑和第
三方检验的体系，可以将服务体系
延伸到大中小型医院，既减少了检
测的费用，又提高了检测的效率和
精准度。

马明星的设想很快获得风投
资金的青睐。2011 年，他和团队来
到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归创业
园，共同创办了昆明寰基生物芯片
产业有限公司，致力于基因芯片疾
病检测技术的研究和基因芯片诊
断系列产品的开发，他担任公司总
经理兼技术总监。

马明星表示：“技术加上应用，
就是有用的技术。”目前，中国生物
芯片企业不少于 50 家，但获得国
家有关部门认可的，真正有产品上
市的，却少之又少，70%至 80%的

生物芯片还属于科学应用研究领
域。缺乏产品，应用环节复杂，这一
切都制约了行业的发展，制约了技
术走向大众。

目前，马明星的公司进入迅速
发展期，现已投资 6000 余万元，在
昆明经开区建设了占地 2000 平方
米的生物芯片产业化基地，引进了
中国第二台高速基因芯片生产设
备，并相继在内蒙古、吉林、山东、
北京、河南、深圳、新疆、福建等地
建立了10家省级医学检验机构。

2017 年 9 月，马明星在泰国建
立符合欧盟标准的生产线和实验
室，成为中国第一个在泰国获得投
资促进委员会审批和泰国生命科
学研究院认可的基因技术公司。

“通过公司平台对研究成果到
应用的转化，完成多系统、多功能、
多覆盖的基因芯片产品，让更多的
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真正惠及百
姓，推进中国诊断技术水平跻身世
界先进行列。”这是马明星创业的
初衷，也正在一步一步实现。

现在，这家公司的中国检测标
本量每年都在递增，每天检测量达
到800至 1000例。销售额从2015年
的200万元，增加到2018年 6000万
元，2019 年将力争实现销售 1 亿
元，销售毛利润达到3000万元。

“科研型企业，科技研发速度
一定要快，要通过创新产品来占领
市场。”马明星告诉记者，今年6月
他们公司将推出手机检测平台，这
意味着个人也可以通过手机平台
来进行医疗检测。

马明星说，自己赶上了一个好
时代，当前的中国国内环境为有志
青年提供了一个可施展才华、实现
理想的舞台，他鼓励每个有梦想的
青年都积极行动起来，体验创业中
的汗水和成果。 张雁群

让基因芯片检测走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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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云南人，从小在云贵高原
的崇山中长大。上小学时，在语文课本
上学到“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那时
候“祖国”对我来说是一个宏大而笼统
的概念。后来，长大工作，“立功劳”
这件事仿佛变得很遥远了。直到 2017
年，来到巴基斯坦担任公派汉语教师，
我才深切地体会到“祖国”其实是一个
很有分量的词语，而我们每个人都能力
所能及地为祖国立功劳。

当我第一次走进巴基斯坦的校园
时，感触非常大。那所学校的校舍就
是 临 时 搭 建 的 棚 屋 ， 每 个 教 室 都 很
小，里面密密麻麻地挤满了 40 多个学
生。巴基斯坦夏天的气温有时高达 40
多度，在头顶嗡嗡旋转的风扇声和汗
流浃背中，我开始了在巴基斯坦的汉
语教学生涯。

时光荏苒，至今我在巴基斯坦任教
快两年了。我很欣慰，我的学生从幼
儿园到大学各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也
经历了各种困难，但是，当我跟学生
介绍梅花的文化寓意后，意外地收到
学生手绘的梅花卡片时我倍感幸福。
除了日常的汉语教学，我所在的孔子
学 院 还 承 担 着 文 化 传 播 的 重 任 。 去
年，孔子学院开放日上我们女教师的
《旗袍秀》 展演就惊艳了巴基斯坦大大

小小的媒体，连中央电视台也通过网
络直播推送了我们的节目。

在巴基斯坦，对我来说，祖国再也
不是一个宏大而笼统的概念，而是一个
个温暖的瞬间：是想家时的一口米粥；
是穿过校园时，学生们老远就招呼你的
一声汉语“你好”；是你走在街道上会
有很多巴基斯坦人过来与你合影；还有
巴基斯坦的老爷爷要把手里的馕饼送给
你，因为你是中国人；是中国驻巴使馆
每年春节招待会上大使道出的一声亲切
的 “过年好”；更是今年巴基斯坦阅兵
仪式上中国歼10翱翔天际的英姿……

“祖国”对我来说，是温暖而有力
量的。同时，我的同事们在异国他乡为
祖国立功劳的故事也深深地感动着我：
祖国，真的是你可以为之付出生命的。

每年清明节，我们孔子学院的老师
都会到巴基斯坦的公墓看望一位永远长
眠在巴基斯坦的中国老师——杨老师。
杨老师是常敬宇教授的夫人，他们在巴
基斯坦教汉语期间，杨老师不幸染病，
倒在了讲台上。至今，她长眠于巴基斯
坦已有 22 年了。站在杨老师墓前，不
仅是缅怀，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的召唤
——我们要像杨老师一样担负起中巴友
谊的传播之责。

艾春玲 讲述 储东华 整理

在巴基斯坦
感受“祖国”的分量

艾春玲老
师 在指导巴基
斯坦学生插花。

（供图）

园艺师李红伟：

创造花卉最大价值
“现在我主要是在成都做安仁项

目的养护工作，周末我们正常工作，
毕竟花木每时每刻都在生长。”近日，
记者拨通了云南世博旅游集团所属
云南世博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园林
绿化专业高级工程师李红伟的电话。

李红伟口中的项目，是云南世博园
艺有限公司在成都打造的“锦绣安仁”
花卉主题公园2期项目。经过李红伟和
团队的努力，2018年 10月该公园中的

“花城堡”和“魔豆塔”花雕打造完成，
2019年1月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
被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花卉建筑结
构”及“世界上最高的植物造型观景
塔”。

创造世界之最的背后，是李红伟
24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1995 年参加工作以来，李红伟就
不断在实践中学习。他说：“光会把花
种出来是远远不够的，花卉不仅是原
材料，作为园艺师更应该让花卉展现
它的美感并创造出最大附加价值。”
工作中，他始终学习农业、化肥、生态
环境等多领域的新知识。

24年来，李红伟和团队不断进行
着技术改良和科技创新，试种出多年
生宿根花卉20余种，组培出了紫色的
铁线莲，在前人基础上成功攻克海枣
蛀干害虫的技术难关，研发了保密配
方“花木拯救液”……一系列的科技
成果，丰富了云南的花卉市场，也拯
救了许多濒临死亡的珍贵苗木。

“自从 2017 年 7 月安仁项目开工
以来，我就从昆明来到了成都，可以说
90%的时间都在出差状态。”李红伟
说，花雕很高，无法人工浇水，他就带
领大家尝试滴灌加喷灌组合的方式，
实现了浇灌自动化。异形结构无法放
置盆花，那就加钢结构，直接在异形表
面种植小苗。想要让菊花提前盛开，那
就人工制造温室环境，让菊花提前到9
月中旬开放。一系列的问题，在李红伟
和团队的努力下得到了解决。

现在李红伟依然每天与土地亲密
接触，在项目现场依旧可以看到他的身
影。“用花卉造景，创造花卉最大价值。”
这是李红伟作为园艺师愿用一生为之
奋斗的目标和梦想。 姚程程

＞ 追梦人

＞ 外国人在云南

＞ 我和我的祖国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