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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跳出长城”，贡献另一种力量

生物经济打开万亿新市场

她曾是长城汽车品类创新的坚定支持派，52岁跨界再创业，筹建创新品类孵化器

我国首次对生物经济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 王玄璇

王凤英的角色变了。
一直以来，王凤英被视为长城汽车

的“二把手”，也是几十年来中国汽车行
业唯一的一位女总裁。在她与长城汽
车董事长魏建军搭档30多年的时间里，
长城汽车从一家孱弱地方车企成长为
中国汽车行业的标杆之一。两个月前，
王凤英正式申请辞去长城汽车执行董
事、副董事长、战略及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委员职务，仅保留长城汽车总裁一
职。这让她看起来放松了一些，也有更
多时间和精力来探索长城汽车之外的
事业空间。

如今，她多了一个创业者身份，她所
创办的一家创新品类孵化器，正在为正
式亮相做相关准备。辞去董事会职务
后，王凤英希望通过自己创办的新平台，
为长城汽车的下一步发展提供更多外部
视角，避免因内部思维“钻到胡同里
去”。她希望，“让自己保持一个永远创
新的心”。

不留遗憾

在长城汽车，王凤英说自己主要做
了两件事，一是战略创新，其中最主要是
品类创新，二是操盘长城的营销，始终在
一线。

在汽车行业普遍受到供应链影响的
情况下，长城汽车是为数不多的“增收又
增利”的车企。2021年，长城汽车营业
收入1364亿元，同比增长32.04%；净利
润67.3亿元，同比增长25.41%。王凤英
将其归因于长城汽车的品类创新，以哈
弗H6为代表的爆款车型能降低成本，且
有溢价空间。所以多年来，长城汽车一
直在探索新品类。

新品类诞生前必将伴随诸多争议，
而王凤英称，一旦想清楚，就要坚定推
动，不留遗憾。

2020年年底上市的坦克300，就曾
在长城内部引起长达一年多的讨论。
用王凤英的话说，这是一个“反其道而
行之”的决定——越野车已经不在大
部分车企的关注范畴内，为什么长城
要做？

在她看来，长城汽车内部也有过激
烈争论。从工程师思维出发，有人认为
当前的开发方向是城市SUV，这几乎是
车企的共识。而从用户角度而言，有人
认为年轻人会喜欢有个性的越野车品
类：因为既有强越野的功能，又舒适、智
能，是“未来趋势和当下潮流的结合”。

后来的销量证明了“硬派智能越野”
的市场空间。2021年，坦克品牌销量8.5
万辆，长城也将其从高端品牌WEY旗下
独立出来，并顺势推出坦克500，据称预
售一周订单超过4万辆。

长城汽车旗下的电动车品牌欧拉也
经历了类似讨论。企划部门计划推出一

款女性用车，研发部门不解，为什么只卖
给女性？

王凤英仍然是坚定的支持派。2021
年欧拉品牌销量 13.5 万辆，同比增长
140%，同时也承担起长城撬动纯电市场
的重任。

跳出长城

但在品牌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资源
分散，如何保持各品牌优势又成了新的
挑战。长城汽车目前形成了哈弗、
WEY、欧拉、长城皮卡和坦克五大整车
品牌，同时正在孵化全新品牌沙龙。但
每个品牌都面临自己的挑战。

长城汽车的压力不小。2021年 6
月，魏建军提出，2025年，长城汽车要实
现全球年销量400万辆，其中80%为新
能源汽车。2021年，长城汽车总销量为
128万辆，其中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约
13.7万辆。这意味着，长城汽车销量要
在4年内提升3倍，新能源车销量提升
24倍。

2020年在公司成立30周年时，长城
汽车发布了一段魏建军造车30年感悟的
微电影。“长城汽车未来会怎样？”魏建军
在片中自问自答：“依我看，命悬一线！”

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3年的王凤英
将长城视为“家”，但对她而言，家不是养
老的地方。她希望能“跳出长城”，贡献
另一种力量。

“价值比做一家企业大”

1991年，21岁的王凤英加入长城汽
车。当时魏建军也不过26岁。1996年
长城汽车研发出第一代皮卡长城迪尔，
皮卡营销成为王凤英的“成名之战”，两
年后长城第一次获得皮卡销量冠军。此
后，长城凭借哈弗等品牌，成为中国车企
的一面旗帜。王凤英也成了汽车行业举
足轻重的女性管理者。

当汽车行业面临变革，产业数字化
成为重要课题。比如长城汽车的用户
运营平台，基于长城汽车的销量，日活
超百万。在王凤英看来，平台必须用

“纯粹的互联网思维”去打造，除了从互
联网行业招人、内部培养年轻人，自己
必须“真正地踏入互联网圈”，让自己拥
有跨行业、全球化视野，为长城汽车提
供更多价值。

她与多年好友、里斯战略定位咨询
全球CEO张云共同成立“小猎犬”，与业
内专家合作推出创新案例等相关内容，
以视频和课程等形式输出。她希望自己
能成为营销专家，为更多中小企业服
务。她为自己定了一个10年目标，即打
造“全球最大的品类之王孵化器”，如果
有近万家企业能在“小猎犬”的帮助下实
现品类创新，“这个价值远远比做一家企
业的价值大得多”。

最近见到魏建军时，王凤英除了和
他讨论长城汽车的问题，也给他讲很多
创新故事，看哪些经验可供长城汽车借
鉴。王凤英也不时在内部大会上分享创
新案例，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卖袜子。
有家公司的袜子可以单只卖，联系到汽
车，是否可以打破对称规则，每个座椅根
据不同需求，做出不同的形态，推出不同
的功能？

创新是王凤英最在意的，她自己也
在适应新的工作模式。在长城汽车这样
一家近8万人的大公司负责战略，只要
指出一个方向，马上就有人跟上、执行，
开会时说的想法，从来不需要说第二
遍。而在“小猎犬”，她面临的是一个新
团队，她有时候需要一遍遍地去表达自
己的想法，才能尽可能保证自己的想法
被理解和认同。

多年前，作为女性高管，王凤英给自
己贴上了“野心小、稳定性好”的标签。
如今王凤英有了更多的野心。她希望几
年后，她的标签里能有“创业导师”，而不
只是“长城汽车总裁”。

■ 梁倩 汪子旭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
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指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生命
健康消费市场最广阔的国家之一，一些
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已处于第一梯队，
要充分发挥生物经济发展优势，推动生
物技术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现
代生物产业体系，有序推进生物资源保
护利用，着力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值得
一提的是，这是我国首次对生物经济进
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

顶层设计擘画行业发展蓝图

《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推动生
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展
生物医药、生物育种、生物材料、生物能
源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从我国生物产
业发展来看，2013年生物产业增加值已
达10万亿元，占当时GDP的近10%，因
此，对生物经济进行顶层规划，是行业进
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王
翔表示，我国是全球生物资源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生物产业门类、体系齐全，具
备加快发展生物经济的有利条件，加快
构建现代生物产业体系，为生物经济快
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规模不
断扩大，生物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形成研
发、制造与应用的上下游产业链。在此
背景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料药
出口国、第二大药品和医疗器械消费市
场、重要的药品研发服务贸易出口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涛表示，我国生
物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研发投入和
专利论文数量大幅增长，重大创新成果
持续涌现。产业集聚效应显现，各类研
发要素和制造环节加速集聚，围绕生物
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
造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
的生物产业基地，成为区域经济重要的
增长极。

在此背景下，生物经济产业规模可
期。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

心主任白京羽透露，到2025年，我国生
物经济总量达到22万亿元，其中核心产
业总量超过7.5万亿元。

生物医药行业发展有望进一步提速

徐涛表示，近年来，各国纷纷加大对
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支持力
度。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和
影响，一些国家政府和各大生物医药企
业都加大了在生物安全、疫苗和药物研
发等方面的投入，客观上推动生物经济
进入加速发展期。

《规划》对此做出指引。加强原创
性、引领性基础研究，瞄准临床医学与健
康管理、新药创制、脑科学、合成生物学、
生物育种、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和生物
安全等前沿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
目和重点研发计划。强化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牵引作用，超前部署引领性设
施，加快转化医学研究、多模态跨尺度生
物医学成像等建设。

同时明确，发展基因诊疗、干细胞治
疗、免疫细胞治疗等新技术，强化产学研
用协同联动，加快相关技术产品转化和
临床应用，推动形成再生医学和精准医
学治疗新模式；加快疫苗研发生产技术
迭代升级，开发多联多价疫苗，发展新型
基因工程疫苗、治疗性疫苗，提高重大烈
性传染病应对能力；加快发展高通量基
因测序技术，推动以单分子测序为标志
的新一代测序技术创新；推动中医药走
高质量发展道路，鼓励中医药传承创新；
增强生物医药高端产品及设备供应链保
障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提升生物医
用材料产品原始创新能力。

开源证券分析师蔡明子表示，继小
分子、抗体药物后，以基因疗法为代表的
新一代精准医疗快速兴起。“我们预计伴
随着细胞与基因治疗行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有望弯道超车。”

减少“扎堆”同质化发展问题仍待解

虽然近年来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较
快，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技术创新方面，仍有较
大提升空间。

“我国生物经济创新发展还面临不少

挑战。比如，原始创新能力仍较为薄弱，
基础生命科学理论、底层关键共性技术、
高端仪器和试剂、生物信息资源等积累不
够，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仍不完善，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企业还比较少，百年疫情冲击
国际开放合作等不利因素。”王翔说。

徐涛也指出，我国生物经济发展还
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关键核心技术
受制于人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在
生物经济领域的长期持续投入不足，创
新力量布局重复分散，尚未培育形成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机构和具有引领
带动作用的行业领军企业。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学
恭坦言，虽然过去十年左右，全行业研发

投入大幅增长，上千个新药进入临床，上
百个新药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获
批新药日渐增多，但产品以跟随创新为
主、研发同质化严重、一些前沿技术和国
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对此，王学恭建议，一方面，应整合
资源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加强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建设，围绕生命健康重
大问题和前沿生物技术开展前瞻布局，
争取在新一代生物技术、新的药物靶点
和作用机制、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交叉
融合等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应进
一步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善激励
机制，充分激活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的
创新资源，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端
转移，以最有效率的方式转化应用。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红色家政服务队队长郭
红，积极配合鼓楼区妇联打造红色家政服务品牌，
并以“鼓嫂”命名家政服务，促进低收入妇女家政技
能培训。她创办的和谐养老院被残联命名为“残
疾人心连心托养机构”省级示范单位。本人先后
被评为徐州市优秀共产党员、徐州市三八红旗手、
鼓楼区“巾帼创业先进个人”、鼓楼区“优秀创业领
军人物”等。

温暖洒向千万家

本着“家政服务大有可为”的信念，郭红带领党
员家政人定期到孤寡老人、贫困病患和困境妇女儿
童等家庭，根据需求提供精神慰藉、养老护理、膳食
营养等多方面的关爱和帮助。在党员志愿者的带
动下，在党委、政府和妇联组织的支持下，志愿精神
温暖传递，越来越多的家政从业人员、社工以及社会
组织自愿加入，形成了一支覆盖面广、保障力强、可
持续的红色家政服务力量。目前队伍有专兼职志
愿者近200人，高校、企业志愿者团队近10家。

在郭红的带领下，徐州市鼓楼区红色家政以
党建+妇建+家政为指引，开展“红色家政进社区”
巾帼志愿服务活动40余场次，受益服务对象近百
户，为家政服务增添了一抹“党员红”，吸引了更多
的姐妹自愿参加志愿服务，也将公益家政送到了
更多困难家庭的身边。

郭红还组织红色家政姐妹们多次开展业务能
力培训、党史故事学习等活动。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全员核酸检测中，带领红色家政服务队积极参与，自愿就
近到社区防控点参加值守、消杀、入户宣传以及为值守志愿者送
餐，用自身行动践行“巾帼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最美家政人的大爱与担当

83岁的省级劳模谷素敏处于半失能状态，郭红等人定期
去老人家里帮做家务，给她理发、洗澡，帮她换洗衣服。谷阿姨
对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很消极，郭红劝导她说：“您年轻的时候
为国家做贡献，争做先进劳模，奉献这么多，带来了很多正能
量。现在年纪大了，家里有困难了，我们应该来帮助您。”通过帮
老人缓解思想压力，谷阿姨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秦敬敬智力残疾，爸爸是聋哑人，妈妈智力残疾，原来一直
是邻居党员阿姨照顾他家十余年。2021年春节，邻居阿姨脑出
血住院，照顾这个困难的三口之家力不从心了。郭红了解情况
后，主动接过接力棒，每周去秦敬敬家帮助处理卫生、做家务。
下班吃完饭，郭红还常常到他家看看，有时候做点吃的送去。一
来二去，孩子跟她慢慢熟悉起来。在这个残障孩子的心中，郭红
姥姥对她是最好的。后来郭红带志愿者上门服务的时候，她看
到郭红就抱着喊“姥姥、姥姥”。

郭红用爱心和专业守护着一个个家庭，展示了最美家政人
的大爱与担当，用家政人的职业精神赢得了人们的赞美。在她
的影响下，徐州市鼓楼区妇联打造的红色家政品牌，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家政人从事志愿服务，成为家政人的楷模。

（供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

“我们是新疆兵团新一代，不仅要把胡杨精神赋予新
时代的内容，更要让许多人走进兵团，了解兵团，爱上兵
团。"日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三团
幸福镇，已经为自己回乡创业赋予新价值的三颗枣果品
专业合作社创始人赵闫讲述了她回到家乡的奋斗历程。

赵闫于2008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2013年前往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入职一家国际传媒
集团。2017年，她抛下别人眼中的“金饭碗”返回家乡，开
启创业之路。她和两个弟弟成立了“三颗枣”果品专业合
作社。经过不断摸索和磨合，姐弟三人分工负责：赵闫把
控全局，两个弟弟分别负责厂内生产和厂外销售，合作社
运行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2020年4月，赵闫和合作伙伴共同成立电商公司，在
电商平台上开办干果和鲜果店铺。依靠南疆产地，利用
合作社积累的农产品采购、品控、工厂加工优势，赵闫把
好红枣品质源头关。疫情期间，线上销售优势凸显。其
鲜果店“疆南姑娘”第一个月销售额达100多万元，6个月
后，销售额突破 1000 万元；2020 年年底，干果店“北漠果
业”销售额突破3000万元。

赵闫联合多家电商平台举办多场“直播助农”活动，
帮助种植户解决了100多吨红枣、核桃的销售问题。打造
新疆农产品行业的头部品牌，做全国领先的新疆农产品
供应链服务平台，是赵闫心中的长远目标。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杜新民/冯斌 文/图)

海归新农人海归新农人：：南疆书写奋斗新价值南疆书写奋斗新价值

郭红（右）几十年如一日，将公益家政送
到困难家庭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