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9 日，在 2023
年无锡马拉松比赛中，
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
选手何杰以 2 小时 7 分
30 秒的成绩获得男子
组亚军，并打破尘封近
16 年的男子马拉松全
国纪录，帮助中国马拉
松进入“207 时代”，成
为 中 国 马 拉 松 精 英 跑
圈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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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研究生刚毕业，闫亚美
便进入宁夏农林科学院从事科研
工作。

众所周知，做科研就是要勇于
坐冷板凳、敢于坐冷板凳。刚入职
时闫亚美在面临无加工课题的情况
下，毅然地将自己完全投身到枸杞
育种研发工作中去。

“每天我不是跟着师傅在田间
地头摸爬滚打，就是走进办公室查
阅资料、设计实验、撰写报告。”然而
就是这样重复类似的工作，闫亚美
依然乐此不疲。“我师傅钟鉎元先生
被誉为‘宁夏枸杞之父’。看着师傅
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科研，我内心非
常敬佩，渐渐地我也爱上了这份工
作。”闫亚美说。

枸杞是我区的地域符号、特色
产业、文化品牌，独特的光、热、水、
土资源，造就了宁夏枸杞“甘美异
于他乡”的超群品质，已成为宁夏
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红
色名片”。

随着枸杞产业的不断发展，科
技含量低、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
低等诸多短板日渐显现，成为产业
发展的绊脚石。宁夏枸杞产业如何
突破发展瓶颈？2009年，刚刚走上
工作岗位不到 3年的闫亚美便接到

了工作重任：负责研究枸杞功效成
分及新产品研发。

“当时单位在这方面的研究几
乎为零，而国内功效成分的研发技
术领域也几乎空白，这项工作对我
来讲是巨大挑战。”闫亚美说，为了
能尽快掌握熟悉相关知识顺利展开
工作，她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博士
研究生，以枸杞功效物质基础研究
作为博士论文课题，查阅文献、开展
实验、寻求突破。

读博期间，闫亚美每天都在实
验室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她
顾不上给家里打电话，也无法照顾
孩子……正是在这样的坚持下，经
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闫亚美带
领团队创新了枸杞多糖、花色苷等
枸杞功效成分的提取分离方法和
制备工艺，首次从黑果枸杞中分离
出 7个黑果枸杞特有化合物，获得
纯度大于 99%的黑果枸杞花色苷
和枸杞玉米黄素二棕榈酸酯单
体。利用掌握的系列技术，先后研
发了 10 个枸杞深加工产品。6 项
产品专利技术先后有偿转让宁夏
本地企业，为单位和企业创造较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促进
我区枸杞产业提质增效发挥了重
要作用。

从科研新人到收获满满
科研的道路上，没有最高，只

有更高，唯有寻找突破，才能使一项
项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多
年来，闫亚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
做的。

协同创新是提升农业科技创
新水平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区枸杞
领域基础研究相对滞后，研究技术
和实力较差的现状，闫亚美不仅不
断学习生物技术领域新知识理论，
还积极对接美国新泽西州立罗格斯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外杰出
科研团队，通过“引进来”或“走出
去”等方式，借鉴国内外新技术新方
法，大胆实践，踏实苦干，为产业解
决技术和理论难题。

建立反映道地药材宁夏枸杞
不同种类功效成分的“多元”化学指
纹图谱，为宁夏枸杞的质量鉴定提
供全面、可靠检测依据；研究阐明枸
杞及其主要功效成分滋肝明目、抗
衰老、预防前列腺、降脂减肥等功效
作用机理。细数着这些科研成果，
闫亚美感触颇深，想要把科研工作
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就要有坐冷板
凳的科研精神，更要严谨、务实、勤
奋、踏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也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为进一步加强科企合作和科
技成果转化，闫亚美积极对接联系，
与百瑞源、沃福百瑞、宁夏红等区内

外企业进行枸杞成分分析、提取及
加工方面的人才团队共建、技术服
务与合作研发，联合申报共建枸杞
深加工人才小高地 1 个；合作中试
生产黑果枸杞果酒 1 个；孵化转化
枸杞鲜颗粒冲剂产品 2 个，通过拓
展合作渠道，努力提升开放合作与
研发水平。

闫亚美还主笔参与撰写《宁夏
回族自治区科技“十四五”科技规
划》《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枸杞产
业“十四五”重大项目建议》等“十四
五”科技发展规划、学科前沿动态
19份，力争“枸杞精深加工”在新一
轮发展中赢时间、抢先机。

政协委员身份不仅代表政治
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职责和担
当。作为十二届自治区政协委员，
闫亚美在干好本职工作同时，积极
参加各项学习和调研活动，先后对
我区农业产业尤其是枸杞、小麦进
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思考，撰写
提案 4 件，为推动我区枸杞产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

闫亚美说，今后，将借助政协搭
建的广阔平台，全面提升履职能力和
水平，积极参加会议活动、学习调研，
广泛听取群众心声，积极参政议政，
在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上提出有针对
性的意见建议，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
献计出力，为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深耕加工领域 助力枸杞产业“茁壮成长”

2018年起，盐池县推行政府购买基层兽医服务改革。改革初期，社
会化服务公司管理松散、条件简陋、服务意识和能力水平较低，防疫服务
效果不尽如人意。

刘彩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随着滩羊产业快速发展，盐池县逐渐
成为全区滩羊养殖集散地，带动了肉牛、奶牛、生猪等产业规模迅速增
加，外调家畜隔离观察、疫病检测、疫情报告、消毒灭源等工作量激增，但
兽医社会化服务存在较大短板。”刘彩凤谈道。

2020年，刘彩凤从组织防疫公司全面开展规范化培训着手，下大力
气推动兽医服务改革工作见实效。每年，盐池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组织专门培训班邀请专授课，推荐企业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高素质农
民、农村带头人培训班，以“请进来”和“走出去”结合的方式，确保培训高
频次全覆盖。

“主任，今年有啥培训班，我们公司还有防疫员想去参加学习，能不
能多给几个培训名额？”近日，负责大水坑镇防疫服务的盐池县优沃防疫
公司经理冯志玉问道，听到这话刘彩凤开心地笑了。从组织防疫培训请
不来，到主动要求名额参加培训，她的付出看到了效果。

政府购买兽医社会化服务是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离不开考评监督
环节。2021年，面对兽医公司“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工作现
状，刘彩凤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优化兽医社会化服务考核方案，进一步细
化量化防疫数量、密度、免疫抗体合格率、疫情报告等各项考核指标，将
免疫抗体水平作为一项硬性指标进行罚劣奖优。她还积极筹措拓展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对接保险机构将防疫公司作为政策性保险协保机构，
拓宽了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业务范围，仅政府购买一项人均收入从 2018年
的 2.5万元增加到 2022年的 6.8万元。

如今，盐池县建立起“政府业务部门+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乡村
（执业）兽医+养殖经营主体”的四级联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兽医社会
化服务组织人员结构得到优化。为了解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效
果，刘彩凤进村入户向养殖户询问情况。“花马池镇防疫公司的孙学成
兽医，给我们帮了大忙，不光上门给羊打免疫针，每次我们遇到问题，第
一时间上门服务，降低了不少损失。”养殖户官生成说，家门口的兽医服
务，受到大家的欢迎。

刘彩凤创新举措为滩羊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甘做动物疫病防控
“守门人”，用心用情用力书写着责任与担当。

为构建完善基层兽医服务新格局贡献力量

刘彩凤在养殖场查看防疫条件。

——记自治区政协委员 盐池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刘彩凤

甘做动物疫病
防控“守门人”

本报记者 李 莹 文/图

刘彩凤，自治区政协委员、盐池县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1993 年参加工作以来，她始终奋斗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一线，兢兢业业为以滩羊产业为主的盐池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先后被授予自治区“塞上农业专家”“全区十佳农技推广标兵”“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

盐池县是宁夏畜牧大县、全国“滩羊之乡”，地处宁夏“东大门”、陕
甘宁蒙四省（区）七县交界，交通四通八达，畜禽饲养量大且流通频繁，动
物疫病防控任务艰巨。

强制免疫、动物检疫、流通监管、无害化处理……动物疫病防控和卫
生监督工作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每一项工作措施，刘彩凤都一丝不
苟认真落实。“责任重大，要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才能牢牢守住不发生区
域性重大动物疫情底线。”刘彩凤谨记作为动物疫病防控专业人员所肩
负的职责和使命。

工作中，每每有风险大、责任重的情况她总是冲锋在前率先垂范。
2021年，惠安堡镇一家牛场发生结节性皮肤病，刘彩凤第一时间到达现
场，全程参与和指导疫情处置。连续 2天通宵奋战，防护服内汗水湿透
了衣衫，雾气模糊了眼镜，她擦一擦接着干，实在困了就靠在沙发上眯一
会，直到疫情全部处置结束才松了一口气。

运输监管是畜禽疫病防控中的重要环节。2022年全区推行畜禽运
输车辆备案并与产地检疫关联，要求备案车辆符合条件才能予以备案运
行。个别养殖户不理解，认为增加了设置门槛，聚集到产地检疫报检点，
影响检疫秩序和工作开展。刘彩凤一遍遍地耐心讲解政策要求和缘由，
直到群众们充分理解。

刘彩凤说，既然干了这一行，就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就要做好对
群众的服务工作。在她的带动下，盐池县动物疾控中心、8个乡镇畜牧兽
医站、9个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 150余名县、乡、村三级动物防疫工作人
员，任劳任怨奔走在盐池县各个养殖场、屠宰场和乡村集市，认真完成防
疫指导、监测采样、疫情流调各项任务。近 3年，盐池县累计组织开展口
蹄疫、布病等强制免疫病种 2450万只（头、羽）次以上，应免免疫密度保
持在 100%。成功创建布鲁氏菌病净化场 2家，指导建成省级动物卫生监
督示范场 8家，备案畜禽运输车辆 1223辆。

不遗余力筑牢动物疫病“防火墙”

1998年 12月，何杰出生在平罗县灵
沙乡一个普通家庭。从小他就展现出了
运动天赋，在小学五年级校运会上，拿到
了 800米和 1500米两项冠军。

在小升初过程中，由于体育成绩突
出，何杰被推荐到县里的中学就读，课
余时间开始训练。2014年，何杰入选宁
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田径队，跟随
马自成教练专攻 5000米和 10000米项目。

何杰坦言，刚开始他对体育就是单
纯的爱好。真正让何杰“开窍”的是
2014 年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 5000 米
比赛。当时，15岁的何杰在第二圈被踩
掉跑鞋的情况下，赤脚忍痛跑完剩下的
10圈并夺得银牌，赛后被教练背下田径
场。仅仅隔了一天，脚伤未愈的何杰再
次站上 10000 米起跑线，又拿下一枚银
牌。这位“赤脚少年”开始被外界关注。

然而，在那两场抢眼的比赛之后，
何杰进入了瓶颈期。2016年至 2017年，
宁夏和山东进行体育交流合作，何杰以
陪练的身份到山东队训练。“当时的场地
成绩卡在一级的门槛，怎么都跨不过去，
到山东后给万米选手作陪练，每一次想
懈怠时，教练总会把我拽起来，那段时间
成绩有了很大提高。”何杰说。

2017年，天津全运会后交流合作结
束，何杰回到宁夏。彼时宁夏队聘请了
内蒙古名将单长明执教，考虑到何杰有
氧能力强、训练底子厚的特点，教练组提
出让他转项练习马拉松。

2018年，20岁的何杰正式开启自己
的马拉松生涯。当年的长春国际马拉
松赛中，何杰以 2小时 28分的成绩开启

“首马”。随后，何杰与队友铁亮、付文
国等 6 人组团参加 2018 年全国马拉松
锦标赛（吉林站），斩获团体冠军。这次
夺冠让何杰信心倍增。不久他考入宁
夏大学体育学院，更加刻苦地投入到训
练中，在漫长的赛道上默默耕耘，追逐
自己的梦想，他也成为中国马拉松新生
代顶尖选手。

天生就爱跑的“赤脚少年”

潜心求索科研路 矢志不渝枸杞情
——记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闫亚美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作为枸杞加工学科带头人，她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自治区科技攻关等科研项目20余项；参与
研发枸杞类胡萝卜素、花色苷、花粉多糖等分离提制技术
5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协助编著英文专著 1 部……
她就是自治区政协委员、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
所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闫亚美。

多年来，闫亚美带领团队针对制约枸杞产业发展的
技术难点和关键问题开展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技术推
广，先后获评自治区 312 人才、自治区首批“青年拔尖人
才”、自治区“三八红旗手”、九三学社宁夏区委会“出彩
九三人”等荣誉称号。

在马拉松赛道逐梦奔跑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 宁夏体育运动训练管理中心运动员何杰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2019年 5月，何杰与队友参加
了秦皇岛国际马拉松暨全国马拉
松锦标赛，何杰以 2小时 18分 35
秒获得男子个人亚军，达到国家健
将级运动员水平。2020年末的南
京锦标赛，何杰把成绩又提高到
2小时 15分 33秒。南京比赛后，
何杰结识了现在的教练肖丽，开启
了职业生涯的又一段历程。在
肖丽的带领下，他与董国建、杨绍辉、
彭建华等国内高水平运动员一起
训练，成绩进一步提升。

在云南集训时，何杰花了一
个月时间才适应教练高密度、大调
整的训练方式。4个月后，何杰在
徐州马拉松跑出 2小时 12分 00秒
的成绩，达到国际级运动健将标
准。虽然最终因 30秒的差距无缘
征战东京奥运会，但何杰并没有
气馁。不久之后的江苏淮安马拉
松比赛中，何杰以2小时14分14秒
的成绩夺冠。

在跟随肖丽教练不到一年时
间，何杰除了马拉松成绩迎来大
提高，5000 米、10000 米项目也在

2021 年迎来突破，在第十四届全
国学生运动会上，他代表宁夏大
学登上了领奖台，在场地赛创造
了个人最好成绩。

2021年全运会马拉松赛前一
周，何杰因气温骤变患上重感冒，
比赛时身体并未痊愈，但他拼劲十
足，在高手云集的激烈竞争中坚持
到了最后。最终，他以 2小时 14分
56秒拼得第四名，创造了宁夏马拉
松项目在全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2022年杭州亚运会选拔赛，何杰以
2小时12分58秒同样位列第四。

柏林马拉松，是世界马拉松
大赛六大赛事之一，也是马拉松
世界纪录的诞生地。 2022 年 9
月，是何杰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在 国 家 队 教 练 员 苏 伟 的 带 领
下，何杰与上届全运会马拉松
冠军青海选手仁青东知布代表
中国队备赛。他们与马拉松世
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选手基普
乔格等世界顶尖运动员站在同
一起跑线上，向个人最好成绩
发起冲击。比赛鸣枪后，基普

乔格在配速员的带领下领先大
部队前进。5 公里计时点，何杰
用时 15 分 06 秒，平均配速 3 分
02 秒，最终以 2 小时 11 分 18 秒
冲线，位列赛会第 16 名，创造该
项目个人最好成绩。

柏林马拉松比赛后，何杰从
未想过会在马拉松比赛中战胜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强队。作
为 2023年国内首场大型马拉松赛
事，深圳马拉松吸引了 1万名田径
高手参赛，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跑
者，也有来自 14个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选手。在焦灼的比赛态势中，
何杰表现出非常强的战意，多次尝
试加速领跑，以拼到底的气势一路
冲过终点，以 2小时 13分 29秒的
成绩力压外籍特邀选手拿下冠军。

作为“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杰
正在备战杭州亚运会。“中国马拉
松的梦想，就是创造新纪录。我要
给大家看看，中国马拉松不差。我
们所有人一直在冲击，我们还要走
出国门，创造更好的成绩。”何杰信
心满满地说。

十年磨一剑 从“配角”到“主角”

何杰参加2023 第五届“丝绸之路”宁夏·银川马拉松赛。

闫亚美在实验室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