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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担任河南润灵药业有限公司

科技副总以来，他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和桥梁作用，帮助企业成功创建

河南省中药贴敷剂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和平顶山市中药贴敷剂重点实验

室，完成 16 项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包括医用疤痕凝胶、医用创面护理

软膏、医用牙齿脱敏剂等关键产

品，为平顶山市生物医药产业链补

上了重要一环，也为企业带来超亿

元潜在产值。“鹰城英才”获得者、

平顶山学院副教授齐金旭博士，如

今已成为润灵公司科技创新的领军

人物和“网红博士”。

5月 27日下午 3时，齐金旭与往

常一样，走进他的实验室开始研发

工作。“我目前做的主要工作有三

项，一是中医制剂产业化发展科研

攻关，二是制剂的药性、药理研究，

三是协助企业科研成果走向市

场。”

回首自己 4 年来与润灵公司的

“牵手”，从最初的产学研合作到去年

以来进入企业担任科技副总，齐金旭

觉得自己肩负的使命“越来越重，越

来越光荣。”

“要实现产业突破，首先得建好

平台。”这是齐金旭常说的一句话。

2021年刚到润灵药业时，他发现企

业在研发体系建设方面存在明显短

板。为此，他主动对接省、市科技主

管部门，整合高校资源，帮助企业成

功申报并建成河南省中药贴敷剂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平顶山市中药贴

敷剂重点实验室，填补了平顶山市

在中药贴敷剂领域高端研发平台的

空白。这两个平台不仅是润灵药业

的研发中枢，也成为吸引高层次医

药人才的重要载体。目前与多个高

校的科研团队与企业开展合作，形

成了“平台聚才、项目引才、成果留

才”的良性循环。

齐金旭深知，科研成果只有转

化为实际生产力，才能真正服务地

方经济。任职期间，他带领团队围绕

医疗器械产品研发展开攻关，成功

协助润灵药业完成 16 项产品通过

国家医疗器械注册，涵盖多个临床

急需品种。其中，医用疤痕凝胶和创

面护理软膏已进入多家医院使用，

受到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致好评。“以

前我们的产品申报流程不熟悉，周

期长、成功率低。齐博士来了之后，

从配方设计、工艺优化到资料整理、

注册申报，全程指导，效率提升 30%

以上。”润灵药业负责人感慨道。这

些产品的成功上市，不仅增强了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为汝州市生物

医药产业注入了新动能。

除了产品研发，齐金旭还积极推

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他牵头促成平顶

山学院与多个药企共建“生物医药联

合实验室”，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

发－成果转化”的完整链条。同时，他

还担任两所平顶山市级医院伦理委

员会成员，参与十余项药物临床试验

的设计与评审，确保科研成果真正服

务于临床需求。在他的推动下，润灵

药业多项新型制剂技术顺利进入临

床阶段，极大提升了本地医药产品的

科学性和实用性。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有

培养更多本土人才，才能真正实现产

业腾飞。”齐金旭始终重视人才培养。

他积极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近年来

指导国家级项目 3 项、省级项目 6

项，带领学生在学科竞赛中获得省级

以上奖项 8项，培养出一批具有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年轻科研人才。更

重要的是，他以自身经历为范例，带

动更多青年才俊选择留在鹰城、建设

鹰城。如今，他的团队中已有 5名本

科生参与企业研发工作，成为平顶山

市生物医药领域新生代人才的重要

储备。

如今，齐金旭正带领团队继续深

耕生物医药领域，致力于新型纳米靶

向药物制剂的研发，并计划在未来几

年内推动其产业化落地。“我希望能

在鹰城建立一个集研发、中试、生产

于一体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让更多

科研成果在这里开花结果。”谈及未

来，齐金旭满怀信心地说。

郭营战

每一个喝酒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每一个造酒的人，都有一段难

以割舍的情怀。以自己的故事佐酒，为汝酒人生放歌，这句话，好像专为

河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召所作。

陈彦召，其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汝州市温泉镇陈寨村

人。他志存高远、敢创敢干，先后创办了河南溢德实业、汝州市洪大牧

场、汝州市贤德文化科技中心、汝州市陈家米酒博物馆、汝州市陈寨纯

粮工坊、陈寨村公益理事会、兴安县溢德米酒手工作坊等多项经济实

体。

提到米酒，就不得不提及有着“东方米酒”之称的陈家米酒。这款始

于清道光年间，又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彦召亲自手工改进的纯

粮米酒，虽很少做线上推广，却总是供不应求。它得益于河南汝州天中衢地的自然优势，

加上特有的酒曲和独创的“七段取酒法”等特殊的手艺技术，使得米酒口感不呛不涩，醇

厚顺滑，回味甘甜，仿佛甘泉般沁人心脾，是一款男女老少皆宜的高端健康米酒。

2015年 12月，九世孙陈彦召继承祖业，创办河南溢德实业有限公司，在“陈家酒坊”

原址上扩修建厂。公司既采用祖上古代土法，又吸取全国知名品牌酿酒之经验，对发酵酿

造工艺进行改良创新。凭借独特风味和精湛技艺，公司酿造的陈家米酒、陈家草本米酒、

銮驾山酒之声名，渐次远播，如今已成为汝州一带之名优特产，素有“罕见佳酿、上乘珍

品”之美誉。

2020年 7 月，“陈家米酒酿造技艺”被汝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汝州市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并收录于《汝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年

6月，陈彦召被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公布为“汝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陈家

米酒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国家高级品酒师”“酿酒师”“陈年白酒鉴定师”

等荣誉称号。

早在创立陈家米酒品牌之前，陈彦召就在政商两届均表现出了不俗的成绩：2004 年

暑假，还在平顶山师范学院读书的他代表汝州市体育局、移动公司、特色园小学，为迎接

2008年奥运会万里行活动，历时近三个月，个人骑车途经 18 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约

13000多公里；2005年，他考取了河南平顶山市第二批大学生村干部，分配至宝丰县赵庄

乡周营村任大学生村干部。在乡镇领导何四军和村两委会班子的大力支持下，他审时度

势，先后建了无公害蔬菜园、养牛场、种苗场、农资超市、种植合作社、养殖合作社等经济

实体项目，切实让农民获了实惠；2008年 6月，陈彦召被宝丰县委授予“优秀大学生村官”

荣誉称号，之后作为三名河南省优秀大学生村干部代表之一到北京培训学习，学习期间，

又被评为“全国优秀大学生村官”，是唯一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学生村干部。中组部及农业

部领导评价其为“最接地气、真正扎根农村”的新时代村干部。

扎根基层几年后，陈彦召意识到自己尚须拓展商业头脑，才能更好地带动老百姓致

富，于是果断辞去公职，南下福建福州做了一名房地产策划。在福建，他结识了当地著名

企业家。企业老总十分欣赏陈彦召的聪明能干，教会了他许多商业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

在福州期间，他和保利、万达、华润、万科、融侨、融信等国内一线名企都有过合作，做到了

全省同行业第一。

从南方回乡之后，陈彦召协助表弟共同创办了汝州市温泉镇第一家奶牛场“汝州市

洪大牧场”，主营鲜牛奶。从选址、建厂、买牛、销售，每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自创营销模

式，不到一年时间，便有了 17 家直营店和加盟店，产品源源不断，业务稳步发展，利润逐

月攀升，同年考取了国家二级酿酒师资格证，这也为他日后创立陈家米酒品牌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在陈彦召的故事里，酿造米酒的日子是那么的灿烂，记忆、缅怀、情愁，犹如挂在檐角

的风铃，依旧奏出一长串的清脆、悠长。

米酒又名酒酿、甜酒，旧时叫“醴”，用糯米酿制，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特产酒。《黄帝内

经·素问》在“汤液醪醴”篇中记载，糯米酒“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

故能至坚也”。这段记载肯定了米酒的营养价值，也反映了米酒历史的悠久。在医学上，米

酒是很好的辅料和药引子，具有厚肠胃、通曲脉、润皮肤、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等治疗

作用。

如今的陈氏米酒，正是陈彦召将自家秘方和全国各地制酒技术结合而成。和普通的

米酒相比，陈家米酒全部采用传统的手工工艺，蒸糯米用的是木柴火，不添加任何的化学

元素，最大范围地保留了米酒的营养物质。为了做好陈家米酒事业，陈彦召回归本心，前

往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各个地区拜师学艺，参观著名酒厂，集

百家之长，学到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并考取了国家高级酿酒师、国家高级品酒师、国家高

级调酒师、陈年白酒鉴定师等相关资格证书。

这是一位对陈家米酒的传承无限执着的汉子，这是一位对陈家米酒的发扬锲而不舍

的汉子，他用矢志不渝精心酿制着那一缕沉醉数百年的酒香。

“要做就做最好，要做就做最优”。这是陈彦召振兴家族米酒产业的坚定初心，更是其

将陈家米酒打造为走向世界的第一款东方米酒的动力源泉。

如果人生如歌，陈家米酒便是陈彦召悠扬的长调。如果人生如酒，愿我们是陈家米酒

小酌的微醺。如果必须有故事和歌，有故事佐酒，愿我们不是故事里的遗憾，而是陈家米

酒香飘久远的圆满。 李晓伟

齐金旭：

医药博士担任企业科技副总
开拓鹰城生物医药大视野

好婆婆魏玉枝：

疼爱儿媳换来全家日子甜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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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 5 点多，家住汝州市

焦村镇焦村 6 组的魏玉枝就起床

了，简单梳洗一下，她就直奔厨房。

等到儿子儿媳起床，她已将做好的

饭菜摆到桌子上。“儿子、儿媳都在

学校当老师，每天工作忙，我在家没

啥事，把后勤做好，让他们把学校里

的孩子们看好教好。”

魏玉枝今年 72 岁了，从 18 年

前，儿媳走进这个家门，她就一直这

样忙碌着。“我年轻时进到这个家，

因为家里穷吃了不少苦，体会到做

媳妇的不容易，所以儿媳来了之后，

我就想一定要对儿媳好一点。”

“家里啥事都不让他们管，他们

两个在学校已经够忙了，咱把家照

顾好是应该的。”魏玉枝回忆说，

2018 年有段时间，儿媳得了胃病，

熬中药吃。为了不让儿媳耽误学校

的课程，魏玉枝每天把中药熬好，掂

上保温壶，步行七八里把汤药送到

儿媳工作的学校。“有一个月的时

间，她只要没空吃药，我就在家里熬

好给送去。她在学校带着那么多学

生，请假了又耽误孩子们。”

“咱当老的，自己身体还好，能

多干一点就给孩子们减轻一些负

担。”魏玉枝说。每天儿子儿媳上班

走后，魏玉枝就在家里打扫卫生，还

在门口种菜，去地里干活。小孙子开

始上幼儿园后，魏玉枝每天早上看

着小孙子吃完早饭，把茶杯里的开

水装好，送小孙子上学，下午又准时

去接孩子。日子一天天在忙碌中度

过。

“儿子儿媳的衣服都是俺老伴

洗的，她是个勤快人。”魏玉枝的丈

夫焦书营夸赞说。

2019年，魏玉枝被评为“汝州市

第二届好婆婆”。

魏玉枝任劳任怨操持家务的好

品行，也深深感染着儿子、儿媳和两

个孙子。儿子焦俊涛、儿媳张飞云也

是左邻右舍心目中的孝顺孩子。

2015 年，老伴焦书营患了胃癌，在

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两个月。

儿子、儿媳在学校一忙完工作，就骑

上电动车往城里的医院赶。“俺当家

的住院两个月，都是儿子儿媳伺候

的。隔壁床上的病人都说，人家一个

孩子，比几个孩子的都孝顺。”

“俺老俩穿的衣服，一年四季都

是儿媳给买的，旧的还没穿烂新的

就买回来了。”魏玉枝笑着说。

魏玉枝的大孙子如今在外地读

高中，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品行

好，回到家从不挑食，生活节俭，遇

到农忙时节，主动到地里帮大人干

活，不怕苦不怕累。

如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日子，

惹得街坊邻居直夸赞。听到街坊邻

居的夸赞，魏玉枝心里美美的。“过

去日子苦，现在做梦都没想到日子

能过得这么好。当老的要看得宽、知

足常乐，要待孩子们好，人心换人

心，孩子们也会对你好，这样一家人

的日子就会过得很好。”魏玉枝朴实

的话语里，渗透着生活的哲理，满满

的敞亮劲儿。

郭营战 焦玉昌

齐金旭在实验室忙碌

陈彦召

魏玉枝在整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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