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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三个作用” 争当合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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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0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闭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单
杨回到了湖南长沙。

一路劳顿，遮不住他话语间的兴奋，
“政协会议上，我向大家分享了正在撰写
的关于《中部传统农区农产品贮藏加工业
高质量发展》 的提案，有 27 位委员联名
支持！”

曾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单杨，
过去 20 多年踏遍了中部传统农区，每年
都要在这里进行多次调研。这片广袤的土
地，从清朝起便有“湖广熟，天下足”的
美誉，如今更是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和农产品加工基地。然而，单杨在调研中
观察到，这里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并没有转
变为经济优势。

水稻收割脱粒后，由于贮藏保鲜技术
滞后，容易产生霉变；水果从树上采摘
后，没有及时贮藏保鲜加工，很快腐烂变
质；活鸡鸭宰杀后，鸡血、鸡骨头、鸡毛
都没有物尽其用，白白扔掉……

2023 年 12 月 18 日，中国农科院发布
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
示，“包括粮食、蔬菜、水果、肉蛋禽类
等在内的食物，2022 年损耗浪费总量达
4.6 亿吨，造成的经济损失 1.88 万亿元，
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22.3%。”谈及调研中
看到的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不高、副产物没
有得到综合利用的现象，单杨不禁感叹，

“你知道吗，粮食每增产 1%，都是弥足珍
贵的，而我们却损耗了这么多！”

调研中，单杨还发现，农产品上市时
间往往比较集中，贮藏期较短且加工转化

率低，导致一段时间内供大于求，不仅卖
不上价，还容易堆积损耗。“因此，要提
升农产品贮藏保鲜技术，并及时把初级农
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的产品，既能减少损
耗，还能让老百姓增收。”

然而，绿色实用贮藏保鲜加工技术具
有一定的门槛，目前在加工工艺、资源利
用率、技术装备、信息智能化等方面还存
在短板。因此，单杨建议：尽快建立低
碳、循环、高效、营养健康的农产品贮藏
加工体系，“提升采后分类自动化水平，
引入减压贮藏、气调保鲜等新型保鲜技
术，推进贮藏加工技术和装备创新……”
从采摘到贮藏再到加工，每一个阶段，单
杨都提出了专业建议。

交谈中，每提到一种农产品，单杨都
有办法把它们“吃干榨净”，鸭毛能做成
衣服，柑橘皮能提取果胶。单杨说，这源
于多年前一颗柑橘带给他的启示。

20 世纪 90 年代，单杨从当时的“柑
橘罐头王国”西班牙学成回国。“当时，
湖南是柑橘种植大省，但主要用于鲜食，
加工处理能力弱，丰产时卖不上价钱，甚
至还不够采摘费。我在国外考察发现，把
一个半橘子加工成一小杯罐头，售价 1美
元，是鲜橘的十倍都不止。”对比国内外
的柑橘加工产业，单杨发现，我国柑橘工
业存在原料贮藏腐损率高、加工原料不能
周年供应，缺少连续化、清洁化和标准化
加工生产线，资源综合利用率低、高值化
产品少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单杨下定决
心带领团队攻克柑橘绿色加工与综合利用
难题。

经过研究柑橘加工综合配套技术，柑橘
变成了果汁、做成了罐头，还能提取类黄
酮、香精油、果胶等功效成分，皮渣还能做
成环保材料。然而，科技成果只有在企业落
地，才能转化为生产力，推动产业发展。

“当时，我们团队名气不大，龙头企
业、上市公司不愿意与我们合作。”于是，
单杨团队和几个从事柑橘罐头加工的中小企
业一拍即合，经过生产工艺技术提升，企业
打开了国际市场，销售额实现飞跃，而单杨
团队也逐步建立了“企业提出技术问题——
政府与企业共同立项——科研院所实验室小
试——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中试——企业应
用——全行业技术推广”的产学研用技术合
作模式，与中小企业共同成长。

这位“食品工程院士”研究深入，表达
易懂，言谈间机敏又朴实。当被问到一种农
产品能提取出哪些物质，一项技术的优势与
短板是什么，农产品贮藏加工产业的某一组
数据是多少，他随口便能说出，且旁征博
引，即使外行人听来，也不难理解。

闲聊时不难发现，对于农业、农村和
农民，单杨始终有着真挚的情感，“我家里
祖祖辈辈是农民，我们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也有农村的试验点、帮扶点。”每次到田里
去，他都要和农民聊聊天，大伙儿时常问
他，“有没有好种子、好肥料？有了简单易
学的贮藏保鲜加工好技术，能不能给我们
培训培训？”还有的农民兄弟对他说，“您
帮我们想想，地里怎么才能提高收入？”这
些话，单杨都记在了心里。“下一步，还要
推动农产品贮藏加工提质增效，让农民增
产又增收。”

单杨：如何让农产品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张园

作 为 执 业 医 师 ， 姚 丰 产 叮 嘱 病 人
“管住嘴、迈开腿”；而作为河南省郑州
市、新郑市两级政协委员，姚丰产在政
协履职平台上却要求自己“迈开腿、张
开嘴”。

刚成为政协委员时，姚丰产就把做
好调查研究作为履职尽责的必修课。为
了弄清当地中医药文化资源，他查阅了
大量资料。当看到清乾隆四十一年 （公
元 1776 年）《新郑县志》 上关于“南崖
宫，在县西南大騩山，祀黄帝、岐伯、
雷公”的记载后，他为新郑拥有如此得
天独厚的 《黄帝内经》 文化资源感到兴
奋。另一方面，姚丰产也发现，群众对
中医药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还有待深化。

经过深入调研，他提出了“借助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影响力，植入中医药文
化 内 涵 ， 开 发 中 医 药 文 创 产 品 ” 等 建
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2023 年 12 月 ， 郑 州 市 政 府 印 发 的
《郑州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
目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依托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举办‘医祖岐伯拜祖大典’

‘ 岐 黄 文 化 国 际 论 坛 ’ ”“ 全 面 挖 掘 新

郑、新密等地岐黄文化遗迹遗址”“深入
梳理和开发利用郑州中医药文化资源”

“开发一批具有鲜明中医药特色的文化创
意产品”等内容。看到自己的建议转化
为政策文件内容，姚丰产激动地说：“我
切身体会到了作为政协委员的‘言值’
与‘价值’！”

作为医卫界政协委员，在“医人”
的同时，姚丰产还想着“育人”。他在
《关于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助力经济文
化提升的提案》 中建议，依托新郑市丰
厚 的 高 校 教 育 资 源 ， 紧 密 开 展 校 地 合
作，开设中医药相关专业，给全省乃至
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培养中医药专业技术
人才。

姚丰产不只提出建议，还从自己做
起，积极奔走协调。2023 年 10 月 22 日，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体育健康学院“中医
养生保健专业线场课堂”在豫草堂国医
馆师苑店正式开班，首批开设一个班，
招收学生 50 名。作为导师，姚丰产每周
一上午都在医馆为学生上课。“我们采取
引企入校、送教入企的方式，把学生从

‘新手’培养成‘熟手’‘能手’，为社会

输送应用型中医药人才。”
平日里，姚丰产特别注重做好联系服

务界别群众工作，不断扩大“朋友圈”和
团结面。2023 年 8 月，姚丰产倡议成立龙
湖中医联盟，在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龙
湖中医联盟与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龙湖
镇祥和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郑市洪圣
堂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联合举办中医文
化节夜市公益活动，让群众“沉浸式”体
验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零距离”感受
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在为期 10 天的活动中，近 200 名中医
医师为 7万余名群众义诊，老药工现场展示
中药饮片、香囊、山楂丸、养生茶等传统
制作工艺，推广宣传中医文化和艾灸、刮
痧 、 推 拿 等 中 医 养 生 治 疗 项 目 。 姚 丰 产
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进一步提高群
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在全社会营造‘信中
医、爱中医、用中医’的良好氛围，共同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进人民群众
健康福祉。”

“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干好本职、认真
履职，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为中医药振
兴发展扛稳责任担当。”姚丰产表示。

姚丰产：“言行合一”贡献委员力量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伟东 罗帅

在今年的江苏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报到
当天，江苏省政协委员谢婧婧抱着刚刚能“满
地跑”的儿子到驻地拍照留念后，便让家人把
孩子带回家，自己留下来专心开会。“这次会
议，我带来了《大力发展我省合成生物产业》
《放宽女性省级杰青年龄限制》《进一步强化江
苏省盐碱地改良》等四件提案……”

翻阅谢婧婧的履职成果能够发现，这位正
在养育两个孩子的科研工作者，她的履职关注
点都和本职工作、带娃生活有着密切关系。谢
婧婧是如何将工作生活中发现的情况，高效整
合成提案的？

今年，已经是谢婧婧履职的第7个年头。
这些年的履职经历让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
是科研、管理、生活中遇到的现象，抑或是和
周围人的聊天、看一些文章，她都会下意识地
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提案或信息线索。有
了这个想法后，她会主动查阅资料，并认真思
考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有没有好的解
决方案，再和有关委员或界别群众交流，然后
动手写成信息或提案提交政协。

今年，谢婧婧带来的《进一步强化江苏省
盐碱地改良》的提案，就是她联合了几位从事
农林工作的委员一起完成的。江苏省农科院研
究员钟小仙长期从事牧草育种研究，是本届农
业农村界别委员，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教授陈
金慧从事林业育种研究，是本届科协界别委
员。谢婧婧自己则从事功能微生物的开发。早
年，她们通过民盟的会议结识后，在科研上开
始了农林作物针对盐碱地修复的相关技术研
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都说“不调研，不发言”，谢婧婧和几位
委员切切实实在这个领域里从事研究和产业
化，有一手的技术和信息，了解最新的情况。
所以今年，她们就商量着，不仅要从技术层面
上对盐碱地改良进行攻关，更应将自己在实施
技术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汇聚成一
件提案提交。

平时，谢婧婧不仅和政协委员、专家学者
们交流，也经常向界别群众请教。在她看来，
联系界别群众，不是在某个特定时间“走下
去”，而应该是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要在平
时就真诚地和周围的人交流合作，了解并思考
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最终，这种思考就会自
然而然变成政协会议上的一段段发言、一篇篇
社情民意信息、一件件提案。

不仅是委员履职，2023年，谢婧婧的本
职工作在微生物电合成和废弃资源利用两个研
究方向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在微生物电合成
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给微生物提供微弱的电
能，让微生物把 CO2 转化成 PHB （聚氢丙烯，
生物可降解塑料的原料，可广泛应用于农业和
医药领域）。我们课题组通过电极修饰，实现
了微生物细胞内外双循环，利用CO2制备得到
的PHB含量占干细胞重量比例达到51%, 要优
于一般文献报道的40%以上，是目前全球最高
的产率。”谢婧婧介绍，这项工作是国家“双
碳”目标下，一项很有意义的应用基础性研
究。

而在废弃资源利用上，谢婧婧的课题组
将原先用于厨余垃圾资源化的技术和方案，
拓展到了果蔬废弃物的处置上。目前，农村
因为现代集约化农业的种植，造成了大量的
藤蔓等果蔬废弃物。以黄瓜为例，大约1斤
的果实，会产生 5-8倍的藤蔓类废弃物。这
类废弃物，数量巨大，含水率高，直接还田
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病虫害传代。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这些废弃物本身又是生物质，富含
作物和土壤所需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白白
丢弃更是可惜。于是，谢婧婧带领团队，将
原先用于厨余垃圾资源化的技术和方案，有
针对性地改进后拓展到了这个领域，并联合
南京工业大学的其他部门，设计和制备了廉
价的处置装置，让农民们能够就地变废为
宝。此外，谢婧婧还将这个项目融入研究生
培养中，学生今年以这个项目参加了全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并取得
“国铜”的好成绩。

很多宝妈都会感觉带娃很苦，谢婧婧却能
够实现本职、履职、家庭全面发展。谢婧婧坦
言：“我觉得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

谓的‘平衡’都是伪命题。如果相对兼顾得比
较好，那一定是有周围人的帮助。”

“二宝出生一年多，无论是家人、领导，
还是同事、学生，都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包
容。如果没有大家默默付出，绝对看不到我现
在的‘全面发展’。这也激发了我更认真履
职，反映基层心声，助力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 。” 不 过 ， 谢 婧 婧 自 己 也 有 一 个 “ 技
巧”——做一件事就要把这件事做好，做到

“利益最大化”。
谢婧婧以废弃物资源利用的研究为例

解释：“这原本是我的科学研究方向，但是
在做科研的时候，我又融入了研究生的培
养和创新创业能力锻炼。作为一项工科研
究，最终的目的是产业化，而在推进项目
产业化过程中，我发现了目前一些机制体
制上存在的问题，这又成为了我撰写政协
社情民意信息的线索。因为是自己亲身经
历、认真思考过的内容，写成的信息质量
也格外高。基于这个项目，我参与撰写的
《关于推动南京市厨余 （餐厨） 垃圾资源化
利用‘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
的建议》 被南京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
我提交的社情民意信息被全国政协采用。
都说要‘产学研’联合，很多事儿到我这
儿就成了政协+‘产学研’的联合，我称之
为‘政产学研’联合。”

努力工作和从容生活的理想在谢婧婧这里
是有落脚处的，就像她所认定并履行的处世准
则一样：“设定目标可以让工作更加高效，顺
其自然可以使生活更加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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