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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积极回复
振奋行业从业者

结合自身探索，黄勇平团队
持续推进的研发项目也在加速
落地。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
区，每天4吨餐厨垃圾正被数亿
只黑水虻“消化”成优质蛋白。
这项第三代黑水虻处理有机废
弃物的生物转化技术已新近落
地中试生产线。

对这位与昆虫打了一辈子
交道的科学家代表而言，最振奋
的无疑是实验室里的创新实验
正转化为制度建设。“可以说，这
份回复振奋了我们行业全体从
业者的内心，大家更有激情，也
更有盼头，而这背后也让我更深
切感受到，科技的每一步发展都
与国家的发展与命运同频共
振。”黄勇平说。

黄勇平口中的这份回复，
还要从去年的一份代表建议说
起——

蛋白短缺是我国亟待解决
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高度依
赖进口大豆和鱼粉来解决国内
饲料蛋白资源的不足。由于贸
易战以及国际上的过度捕捞等
因素，大豆和鱼粉均成为紧缺资
源，价格不断攀升，资源越来越
少，有“卡脖子”风险，改变畜禽
饲料蛋白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
现状，迫在眉睫。

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却能
用黑水虻等昆虫蛋白来解决。

“黑水虻，俗称凤凰虫，是一类富
含蛋白质、对人畜无害的腐食性
昆虫，能够高效利用自然界中各
种有机废弃物快速生长。黑水
虻蛋白含量高于大豆蛋白，且黑
水虻幼虫含有抗菌肽等免疫因
子，在提供饲料蛋白的同时，还
可以减少抗生素使用，均显示出
植物蛋白所不具备的优势。如
果黑水虻鲜虫对全国40多亿吨
有机废弃物实现30%的转化（12
亿多吨），就能生产出相当于1
亿吨大豆当量的黑水虻虫体蛋
白。这对缓解我国畜禽饲料蛋
白短缺问题，意义重大。同时，
利用黑水虻等昆虫蛋白还能解
决有机废弃物的环境污染问
题。”说到自己的专业领域，黄勇
平滔滔不绝。

不过，黑水虻养殖业作为一
种新兴的有机废弃物的生物资
源化利用产业，虽然发展潜力巨
大，但仍面临着缺少法律法规和
技术标准、养殖用地受限、后备
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等一些关键
问题。就此裉节，黄勇平在去年

两会上提交了《推进黑水虻解决
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优
质蛋白的建议》。

几个月后，这份建议就得到
了国家五部委积极回复，表示将
进一步推进有机废弃物资源的
转化利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和
生产用地规划指导，强化人才培
养，为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
供支持保障。如今，随着黄勇平
团队着手的这项生物转化技术
中试生产线的建成，这项技术也
迈向实际应用的新阶段，而前路
因此亮点的那份光亮，将持续点
燃大家的热情。

打通裉节
持续关注科研转化
国家的创新体系包括多个

环节。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三年
来，黄勇平不仅关注基础研究投
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科研经
费使用等问题，还从具体而专业
的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不
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欠缺做思
考，建诤言，出良策。

“我国虽在1996年就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但科研与市场脱节问题
依然突出：大量实验室成果难以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企业需求与
科研供给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互
信成本高等瓶颈，填补好基础研
究到创新产品之间的鸿沟需要有
切实办法。”黄勇平这样指出。

同时，现在全国各地做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的机构和平台其
实不少，但资源分散，重复性的、
低水平的转化非常多，科研项目
和资本市场之间也缺乏信任。
有一个颇为矛盾的现实是，资本
市场苦恼投不到好项目，科研项
目困于缺少资本支持，最后的结
果，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

转化价值不显著。
黄勇平举例说，一位大学教

授手上有很好的研究成果，在实
验室已证明该成果具有创新性
且具有潜在商业价值。但科研
成果要成为创新产品之前，还需
要进行中试验证。企业不愿意
出这笔钱，而纵向科研经费不能
用在这里，且经费也不够，最终
该成果就只能停留在论文或专
利的水平。

于是，从2023年的《关于加
快建设科技成果中试转化体系
的建议》，到2024年全国两会上，
黄勇平呼吁关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人才的缺失，通过补充优秀
人才提升成果转移转化效率，到
2025年，黄勇平准备再提建议，
希望由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平台，聚拢社会资
本和科研成果，三年的持续追踪
关注，是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不懈
发声，也是人大代表深耕专业积
极履职的生动写照。

黄勇平期待，通过“国家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充分发
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
优势，这样既有需求导向机制、
信用背书体系、资源统筹配置
力，可持续推动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与产业化衔接，也让科研真
正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

谈及三年来的代表履职路，
黄勇平告诉记者，他始终鞭策自
己跨前学习，突破专业领域局
限，深入学习法律、经济等知识，
提升与政府、企业、公众对话的
能力。同时，立足专业，服务战
略，希望以“小切口”推动“大变
革”。各级代表的联络机制，也
让他倾听到更多民声，并期待基
层实践中的真问题得以有效破
解。他透露，今年他还将就一些
民生痛点提交建议。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黄浦区政务服务中
心与南京路步行街一步之遥，被
誉为“南京路上政务服务旗舰
店”。在这个政务大厅里，“店小
二”们会针对企业和群众的个性
需求，量身定制政务服务产品，
使政务服务像网购一样方便。
通过数据共享和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新技术应用，原本烦琐的填
表、申报流程，简化成了一码数
据落地，一键自动填报的舒心体
验。数字化政务背后活跃着一
批“黄浦服星”帮办团队，他们由
区政务服务中心15位骨干工作
人员组成，2024年累计为4万余
人次提供帮办服务。

肩并肩、手把手，从法
言法语到民言民语

走进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
眼前是酷炫的数字化服务大屏
以及舒心愉悦的办公雅座，中心
的设计理念很像是在逛一家“旗
舰”数码科技的体验中心。在大
数据、随申码的赋能支持下，黄
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在“店小二”
帮办服务的基础上，通过数据、
机制双赋能，实现了表格数据自
动填，后台部门跨前审。在此模
式下，帮办能级有效提升，人均
帮办效能从日均接待2家企业、
提升为日均至少能接待26家企
业，并且可将高能级帮办覆盖所
有现场企业的办理需求。

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徐喆介绍道：“黄浦区服务业发
达，商业业态变更迅速，一个月
的政务接待完成量在 400~500
家。传统政务服务法言法语，老
百姓很难听懂，我们通过数字化
模块的开发，把原来的法言法语
转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情景式
需求服务指南。”

来政务大厅办事的企业有
很多问题：“增加注册资本是不
是有时间限制？有没有电子表
格可以方便我们带回去修改？”
根据企业的需要，帮办人员使用
智能帮办系统帮助企业梳理事
项所需的政策、材料和流程，打
开点单式的事项指引，一步一步
像“网购订单”一样，为企业精准

匹配办事流程、材料、政策，迅速
生成量身定制的政务服务数字
化产品包。最后通过“一键传
递”的方式把产品包发送到经办
人的手机上，方便他们随时随地
查看。

屏对屏，心连心，远程
帮办一键直达

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徐喆坦言：“别看咖啡馆这种业
态体量小，但是办事流程一点也
不少。营业执照、选址规范、消
防城建……涉及方方面面。是
否经营酒类，是否起油锅，经营
范围不同都要多办好几个证
照。通过数字化政务服务知识
库，‘黄浦服星’帮办团队为企业
群众量身定制政策流程服务
包。以互动式、点单式咨询服
务，将法律性、政策性、专业性较
强的审批事项所需材料和流程，
拆解转化为找得到、听得懂、用
得上的要素，运用可选择、菜单
式的智能引导，帮助群众精准匹
配办事流程、材料、政策，为其量
身定制集成化、个性化的政务服
务数字化产品包。中心后台可
直接呼叫15+9个相关委办局，
10个街道的营商中心。例如开
一家咖啡店，甚至开店后选址，
证照办理，相关金融贷款，咖啡
人才培训等各种服务诉求均能
一站式解决。”

同时，政务服务中心积极为
长三角企业提供跨域服务，立足
长三角所有全程网办、线上服务
事项，开展可视化远程双向帮办，
通过“对屏”形成跨省帮办联盟，实
现属地工作人员远程指导办事人
在异地窗口完成办事，推动同长三
角城市之间的合作共赢、资源配置
优化，有效降低企业跨省办事成
本。例如，为知名连锁咖啡企业在
长三角门店拓展、注册登记等提供
指导，让企业足不出“沪”即可办成
事，使企业最大受益。

随着黄浦营商环境4.0改革
启动，这群“黄浦服星”正在不断
践行“最好的服务是感受不到服
务的存在”。在这里，政务服务
不再是一堵墙，而是一条永远流
淌的数字河流，浸润着每棵企业
之树的生长。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从“跑断腿”到“指尖办”
看黄浦区“无界政务大厅”的智慧跃迁

全国人大代表黄勇平：持续三年“咬住”裉节难题

为科技成果转化不懈发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黄勇

平是一位儒雅学者，他始终客客气气、和善待人。做起事来，他又是异
常专注、严肃认真的。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中的裉节难题，他持续三年

“咬住”不放，扎根专业、胸怀“国之大者”，多维度地提出代表建议。
“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快速提升之时，能否让更多研究成果尽快

服务于社会和生产？这需要加速让实验室的创意真正置身市场得到
检验。”这既是黄勇平身为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更是作为人大代表
的职责担当。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奋勇争先实干家

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为企业和市民提供“店小二”式服务。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摄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黄勇平。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