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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杜业婧

黑色黏稠的废机油变为澄清透亮的润滑油基础油，需要经历哪些过
程？有毒易爆的焦炉气如何转化为清洁安全的天然气？……近日，谈到
新型环保催化剂产品科研技术，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科林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研发部部长王泽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

2007 年，应用化学专业硕士毕业的王泽在众多就业单位中选择了成
立不到五年、“不计成本搞科研”的小公司——武汉科林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科林’是英文单词‘clean’的中文音译，有节能减排、净化废
气、减少污染等意思，也代表着化工人共创蓝天白云的愿景。”王泽向记
者解释道。

秉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工匠精神，王泽多年来一直投
身于产品及工艺研发一线。他参与了焦炉气甲烷化合成天然气、甲醇气
相脱水制二甲醚、酸性水酸性尾气综合治理等成套工艺技术的开发及配
套催化剂等关键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并成功将其实现工业化应用。特
别是 2012 年以来，他针对原料油油品质量不高，国家对汽、柴油硫含量
等环保要求越来越高的现实情况，开发了一系列油品加氢改质催化剂并
组织配套工艺研究，所研发的催化剂和工艺研究技术被国内几十家地炼
厂推广应用，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了可观的经济、环保效益。王泽已申请
国家专利 74 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7 项、实用新型授权专利 2 项，发
表专业技术论文 30 余篇，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武汉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第三届武汉“大城工匠”等，所在的催化技术研发中心被
授予“湖北省工人先锋号”。

在勤恳工作、沉心科研的同时，王泽还注重成果转化与技术普及。
2018 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化工催化剂分技术委员会委
员，任职以来，他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分享自己在化工催化剂领域研发、
生产、应用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参与制定多项国家或行业标准，推动行
业技术进步，促进相关产品规模化应用。作为武汉科林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科研带头人，他积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领近 40 人的研发团队不断
守正创新，还被外聘为武汉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推动武汉科林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大学知行学院达成校企
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为企业丰富人才储备。

“我们公司一直将清洁燃料、化工尾气净化、废物综合利用等细分市
场作为突破口，从一家小公司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离不开公
司上下所有人的努力。”据王泽讲述，经过多年沉淀，武汉科林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也逐渐发展成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开发的产品及
技术涵盖煤化工、石油化工、清洁能源等领域，被广泛运用于中石化、
中海油等 400 多家石油化工企业，为国家节能减排、能源净化事业贡献力
量。

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后，王泽积极履行代表职责，希望通过自身
履职为社会贡献更多力量。一直以来，王泽十分关注民生领域问题，针
对部分校园周边交通环境复杂，学生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他提出通过在
校园周边路面增设信号灯、建设人行过街通道、常态化设置护学岗等措
施，优化道路通行效率，保障师生交通安全；聚焦劣质“一次性餐盒”
带来的健康隐患和环境污染问题，他从专业角度思考，希望在降解减
污、源头防治、回收再利用等方面提出对策。

在检察机关举办的检察开放日、新闻发布会、检察听证会等活动
中，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可将理工科思维运用于检察工作，强化大数
据手段辅助办案，提升司法效率。”2024 年 3 月，王泽受邀参加武汉市洪
山区检察院组织的法律沙龙，为检察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绿色低碳美丽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检察机关护佑生态环境的不懈努
力。”从推进水污染治理，到湿地资源保护，扬尘、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作
为环保科技工作者，王泽格外关注检察机关在助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
作的努力。对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王泽充满期待，他建议检察机关切实
肩负起生态文明法治保障责任，加大环保领域公益诉讼办案力度，持续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主动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联动，协
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对王泽来说，环保是一份终身的事业。蓝天白云，夜空澄澈，他将
一直努力。

湖北省人大代表王泽：

蓝天白云 科技守护

□本报通讯员 高燕艳

金秋时节，瑞丰种养专业合作社进
入最忙碌的时刻，广东省和平县瑞丰种
养专业合作社经理刘丽萍和员工们在
果园里忙着采摘新鲜的猕猴桃，并打包
发往全国各地。从决定返乡创业到带领
村民增收，从“新农人”到当选十四届全
国人大代表，在创新创业的路上，刘丽
萍 身 兼 多 个 角 色 而 始 终 兢 兢 业 业 ，她
说 ，这 是 广 袤 的 农 村 平 台 赋 予 她 的 机
会，她将不负重托，把代表履职融入乡
村振兴一线。

返乡创业的新农人

2014 年，在深圳工作多年的刘丽萍
思乡心切，经过一段时间考量后，她认
为农村未来发展潜力很大，便辞去待遇
颇丰的工作回到家乡——河源市和平
县上陵镇丰溪村。

猕猴桃作为和平县特色农业的主导
产业，有着几十年的种植历史。“种植猕
猴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和平县在这方
面的技术、销售、市场都有很大优势。”于
是刘丽萍决定开始种植猕猴桃。从未涉
及过农学领域的她努力学习种植技术，
积极参加农业培训班，不断丰富农业知
识，成了种植猕猴桃的行家里手。

2015 年，刘丽萍成立了和平县瑞丰
种养专业合作社 。经过近 10 年的用心
经 营 ，合 作 社 生 产 基 地 总 面 积 达 1400
亩，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和广东省生态农场、广东省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基地等。

“在后续经营过程中，我发现单一
的种植模式，不仅投入周期长、技术难
度大，而且风险大、不可控的因素太多，
对于经济效益的实现也是有着更大的
未知。”于是，刘丽萍产生了将合作社由
最初的单一种植模式逐步转型为综合
型体验式农场的想法。

和平县上陵镇自然风光优越，刘丽
萍 决 定 依 靠 现 有 的 生 态 资 源 、生 态 优
势，开发与自然相关的非遗传承、农事
体验等特色活动与项目，将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

通过几年的升级与完善，瑞丰种养
专业合作社成为以猕猴桃、鹰嘴桃和蜜
柚等水果种植为主，集帐篷营地、农家
小院、户外乐趣、农耕体验等休闲娱乐
服务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体验式农场，
深受游客的喜爱。

“这里有足球场、演艺台和田园学
社，附近种了很多水果蔬菜，非常适合

带小孩来玩。”今年，张先生携一家来到
瑞丰种养专业合作社，体验采摘猕猴桃
的乐趣，他告诉记者，这个农场最大的
不同就是加强了游客的体验感和参与
度，环境优美让人感觉惬意舒适。

在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支持下，瑞
丰种养专业合作社从小到大，从单一种
植 到 多 元 发 展 ，找 到 了 农 旅 融 合 的 路
子。刘丽萍也希望在绿色发展上做足文
章，吸引更多游客过来享受农村田园的
自然风光和静谧生活。

群众致富的领路人

一 人 富 了 不 算 富 ，大 家 都 富 才 是
富。刘丽萍在经营好合作社的同时，也
在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带领村民实
现就业增收，带动家乡发展。

2017 年，刘丽萍决定以土地入股的
方式，让村民积极参与到合作社的发展
中来。成为股东的村民，每年都会有一
份租金作为保底收入，同时合作社坚持

“社员优先用工”的原则，为村民创造就
业岗位，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就这样，瑞
丰种养合作社成了全省首家土地入股
制的农民合作社。

2020 年，入股合作社的社员收入高
于当地平均水平 22%左右，带动贫困户
每人年均增收 2400 元，取得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如今，合作社发展态势良
好，已吸纳周边 3 个村集体参与，每年给
员工和村集体发放工资和分红将近 70
万元，累计带动 176户村民脱贫致富。

“在外务工会很想念家乡，也总是
记挂着家里人，现在在合作社工作不仅
能同时顾家，还能补贴家用。”村民苏光
明是该合作社的老员工，从合作社开始
筹建，他便忙前忙后，参与了所有的前
期工作。

作为一名在农业领域奋斗近十年
的“新农人”，刘丽萍经常关注农业、农
村和农民。闲暇时，刘丽萍时常拿着笔
记本到村民家中走访，了解他们的生产
生活情况。

在交流中，刘丽萍细心地发现，种
植散户虽然产量不高，但往往依赖单一
的线下销售渠道，也会存在较高的农产
品滞销风险。

“作为一名农业代表，我有责任去
帮助更多农户。”在刘丽萍的推动下，瑞
丰种养合作社开始收购、加工村民的农
产品，经包装之后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让村民在家门口有事做、有钱赚，逐渐
形成“合作社+农户”的良好运营模式。

2024 年 4 月，和平县猕猴桃成功注

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刘丽萍十分
激动：“我们将充分发挥地理标志对农
业产业品牌建设的支撑作用，让小产品
走 上 大 舞 台 ，不 断 夯 实 和 平 县 猕 猴 桃
产 、供 、销 产 业 链 ，为 实 现 家 乡 农 业 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努力。”

积极建言的人民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个身份，
还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为了提出高质
量的建议，刘丽萍常常深入到田间地头
走访调研，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根植于
农村，刘丽萍对乡村振兴格外关注，随
着农产品品种、种植技术、机械设备等
不断升级，农业生产越来越专业，对农
户的要求也逐渐提高。

“由于小规模种植农户在资金、技
术、人才上的不足，导致他们运用现代农
业技术能力相对偏弱，对专业化服务的
需求更大。”在调研中，刘丽萍发现小规
模种植农户面临的实际困难，也了解到
农业发达地区的专业化组织能为农户提
供技术咨询、田间管理等专项服务。

经过前期深入调研，刘丽萍在去年
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加大培育发展农业
专业化服务组织力度的建议。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她重点关注了科技赋能“百
千万工程”、农文旅融合发展等问题。

2024 年 3 月 8 日，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刘丽萍
现场听取了最高检工作报告后，给予了

“工作走心、成绩暖心”的评价，她对报
告中“彰显法理情统一的司法力量”这
句话印象深刻。

“我十分关注检察工作，与检察机
关的联系也比较密切。”2024 年春节，刘
丽萍特地到电影院观看了影片《第二十
条》，对影片中检察官坚持用法律捍卫
正义感触很深。自当选为十四届全国人
大代表以来，刘丽萍已经多次走进河源
市检察机关参加检察开放日、座谈会等
各类活动。

成长在一个偏远的小乡村，刘丽萍
深知教育对于农村孩子的重要性，她向
检察机关提出了“关注农村儿童教育发
展”“加大偏远山区普法宣传力度”“持续
性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等建议。

2024 年 4 月 23 日，刘丽萍应邀参加
河源市检察院举办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在交流过程中，她进一步了解到检察机
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工作成效，
并给予点赞，“这几年对河源市检察机
关最大的感受就是履职积极主动，在未
成年人保护方面力度大、措施实、成效
明显。”

据了解，2024 年以来，河源市检察
机关将法治宣传重心进一步向偏远乡
镇下沉，共开展未检主题法治宣传活动
130 场，发放宣传手册 2.8 万份，惠及 7.9
万师生、家长。8 月 27 日，河源市检察院
向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作关于河源市未成年人检察的专项
工作报告，获全票通过。

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亿万
群众，人大代表是听民声、聚民意的重
要桥梁。“身兼农业创业主体和人大代
表的双重身份，我会发挥好‘连心桥’作
用 ，聚 焦 农 民 的 所 思 所 盼 ，持 续 为‘ 三
农’发声。”刘丽萍坚定地说。

刘丽萍：返乡投身大舞台

刘丽萍 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和平县瑞丰种
养专业合作社经理

刘丽萍（左二）在竹产
业发展大会向嘉宾介绍竹
制品。

刘丽萍（左）向合作社员工了解果树种植情况。

2024 年 3 月 14 日，湖北省人大代表王泽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检察院
组织的法律沙龙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