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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协会议中，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德高
望重的老委员，他们为人正直诚恳，才华横溢，勤
奋工作，令人敬佩，如政协第十届张洁瑜委员、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戚发轫院士、东北电网黄其
励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潘文石等。

我深感，做这样一名政协委员重任在肩，通
过提案反映社会诉求，履行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的职责，除了本分做人外，还要认真学习党和国
家的方针大略，多方面的法律法规、经济知识，提
高履职能力，不辱使命。

来自科研一线的李莉委员是国家基础地理
信息中心的原总工程师。在获悉自己第三次被
推选为政协委员时，她带着强烈的使命感与科
研人员认真务实的态度，决心不辜负这一信任，
认真履职。

在今年两会期间，她将提交一份题为《注重
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有序开展“智慧城市”建

设》的提案。
时下，智慧城市、城镇化建设等话题极为热

门。出于科学冷静的态度，李莉在两会前搜集了
数十家主流媒体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相关报道与
学术文章，并进行仔细分析。

据资料反映，我国城市化过程之快令人惊
讶：在过去的 30年里，我国有 5亿人口迁移城
市，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之和。
预计到 2030年，我国还将有 3亿人搬迁到城市。
届时，地球上每 8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居住在中国
城市。

面对这些令人震撼的数据，李莉认为：“我
们应认真进行顶层设计，将其作为推进‘十八大’
提出的‘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建设交汇点的深层次问题。而不应仅将
其作为对我国新一轮的经济拉动、城市形象建
设或注重采用高新技术实现层面上问题。”

正是凭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科学精
神，在过去的 10年中，这位来自测绘系统科研一
线的女工程师有针对性地提交了十几项提案。

其中一类提案，与她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相

关。比如关于“公共信息再利用问题”、“放宽地理
信息使用限制”、“对于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统筹
管理”、“关于航空航天影像资料的获取与共享”、
“推进地址的规范化与服务利用”等提案。

在“公共信息再利用问题”这一提案中，李
莉认为，我国在信息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较为突出的是公共部门在执行公务或国家投资
项目中，产生、收集和保存的大量公共信息没能
得到充分利用。

另一部分提案涉及农民问题，这与她当年
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有关。

在 2009年两会期间，李莉提交了“重视解
决农村垃圾处理问题”这一议案。此前，为了保障
农民的土地权益，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长期稳定，促使农民安居乐业，在 2005年政协第
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她提交了《关于
开展全国农村土地权属和土地利用现状调查的
提案》。

这份提案明确指出，土地是农民的生产资
料和生存之本，地籍信息为农民享有集体所有
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因此，应

通过法律对土地确权，制约所以征用土地、低征
高卖以谋取暴利的行为，从而保障农民的权益。
这份提案被评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
案。
“通过与其他委员共商国是，我有机会学习

如何参政议政。”她说。李莉感到，做好本职工作、
不断创新固然重要，但是关注民生、严谨务实地
履行职责，更是一名科技界委员的光荣使命。

□手记
李莉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下乡插队当知

青，后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工作之后，她又幸
运地获得了公派留学的机会；2003年，她被推选
为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从此开始参政议政。

这些幸运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能抓住
这些机遇，是李莉努力学习与工作、尽心尽职的
结果。

她带着科研人员的科学精神与认真研究的
态度，不断学习和提高履职能力，善于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解决
建议，发挥了一名科技界别委员应有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李莉：

履职翻新篇
姻本报记者 杨琪

履职故事

科技工作者要努力发挥科学技术对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践行科学发展观，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刚刚过去的 2月，潘建伟、陆朝阳等人共
同完成的量子点脉冲共振荧光确定性高品质
单光子源的研究工作在英国《自然》杂志子刊
《自然—纳米技术》上发表。这是我国量子点光
学量子调控领域发表在《自然》系列期刊上的
第一篇论文。

潘建伟是 2011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中
最年轻的一位。他已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研
究方面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1996年，潘建伟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量子力学的世界级大师蔡林格
教授把我引到了一个有很多‘苹果’的树枝

下”。回忆恩师，已经多次跃起摘下“苹果”的潘
建伟无限感慨。

2001年，受母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邀
请，潘建伟回国并在中国科大负责组建了量子
物理和量子信息实验室。
“量子信息科学领域是一个正在迅速发

展的多学科交叉领域，而当时量子纠缠操纵
最先进的技术在奥地利。”潘建伟回忆起他
的“候鸟”学术生涯。那时，他一道与同事们
开展在中科大的实验室建设，同时还继续在
维也纳大学从事多光子纠缠方面的合作研
究。

但是要实现远距离的量子通信必须发展
量子存储和量子中继技术，而冷原子系统是实
现量子存储的理想系统。意识到这一点的潘建
伟又到冷原子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德国
海德堡大学，以玛丽·居里讲席教授的身份，通
过各种渠道在欧洲申请经费支持，从国内招收
研究生和博士后，为我国培养冷原子量子存储

方面的研究力量。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潘建伟凭借其

在量子态隐形传输以及量子纠缠态纯化研究
中取得的成就，获得奥地利科学院奖，这是中
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这一荣誉；2004年，他又在
欧洲连续获得三大研究奖项。

从此，“世界首次”就与潘建伟带领的团队
一次次结缘———首次实现五光子纠缠和终端
开放的量子态隐形传输；首次实现突破大气厚
度的远距离量子纠缠和量子密钥分发……

经过数年的积累，在一一掌握关键技术之
后，潘建伟意识到是时候“回家”了。

2008年，潘建伟和他在海德堡大学的团
队一起回归中国科大。同年，潘建伟入选中组
部首批“千人计划”。

潘建伟专注的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态隐
形传输，是为新一代量子通信打基础：高效安
全，无法被窃听和破译，在将来的国防领域会
有重要的应用；对多光子纠缠态以及高品质的

量子点单光子源的研究，也为将来的高速度量
子计算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以不受羁绊的精神领略科学大美的潘建
伟，又因政协委员的身份增加了新的认识世界
的方式。
环境治理和农民养老保险，以及科技如何

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是他关注的
社会问题。

我们期待他执著创新、不拘一格的科学精
神，在政协委员这一新身份上同样闪烁出熠熠
光彩。

□名片
潘建伟，多年从事量子信息领域的研究工

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现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研究部主任，教授、博导。
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物风采
全国人大代表程京：

一线声音带来更多真实
姻本报记者杨琪

全国政协委员潘建伟：

在量子世界中执著创新
姻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基层代表
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
比例比上届有所上升。更多的基层和一线代表
参政议政、共商国是，使决策层能够了解到更
多真实的民情。

今年两会前夕，程京注意到媒体公布的一
个新数据：1.2个百分点。

这个简单数字背后的意义却并不简单：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
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比上届
有所上升。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为 610名，
占代表总数的 20.42%，提高了 1.2个百分点。

程京，便是这 610名专业技术人员代表中
的一员。

面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新身份，程京尚在
学习该如何建言履职，但是他更意识到责任之
重大，“更多的基层和一线代表参与进来，使决
策层能够了解到更多真实的民情”。

实际上，来自基层、代表一线，对于荣誉无
数的程京来说并不陌生。

1983 年，20岁的程京从上海铁道大学毕
业，顺利地捧上了“铁饭碗”，成为铁道部某厂
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但是年轻的他更想走出去，了解外边的世
界。于是，程京转行，成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
定中心的助理工程师。

1989年，程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公费
留学英国史查克莱大学的机会。不到 3 年时
间，他便拿下该学科博士学位，成为我国公派
留学生中第一个司法生物学博士。继而，在导
师的指引下，程京向更为广阔的分子生物领域
进军。

一次，程京翻阅《科学》杂志时看到由美国
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刊发的一则招聘启事，
提供有关生物芯片研究的职位，但要求应聘者
既要有工程技术的本科学历又要有生物技术
的研究生学历。

程京多年求学于不同领域的经历正好符
合这一职位的苛刻要求。从此之后，程京正式
步入生物芯片这一工程、技术、生命科学和医
学交叉的新领域。

1998年，身为美国纳米基因（Nanogen）公
司的首席科学家，程京和他的团队首次在国际
上研究完成了集血液中细菌分离、胞解及杂交

检测为一体的芯片实验室系统，这是世界上第
一个厘米见方的超小型生物实验室。该成果被
《科学》评选的当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所引用。

在出国后的第十个年头，程京回国，将全
部心身投入到我国生物芯片产业的建设中，并
带出了一支堪称我国生物芯片研发、生产的
“国家队”———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暨博奥生物有限公司。

我国生物芯片产业是白手起家。“不只是
芯片的问题，与芯片使用配套的仪器和软件
等，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研究开发出来的。”程
京说。当博奥生物的相关仪器投入市场后，迫
使国外同类产品降价三分之二。

如今，程京已主持研制基因、蛋白和细胞
芯片及配套仪器等产品 60余项，并带领他的
团队实现了中国生物芯片技术首次向美国的
出口转让，累计实现产值近 10亿元，产品批量
出口欧美十国数百家医院和若干科研机构。

回首十四载创业路，抹去种种光环，一次
次的奔走与探求还原出这位创业者艰辛与困
苦的创业路。“前几日电视上播放创新创业大
赛的节目，一位卫生医疗的创业者黯然流泪，
他的辛酸我明白。”程京说。
“当大家都强调创新创业的入口政策时，

却忽略了如何制定好政策加快创新产品进入
市场。”程京说，“创业者们更加期盼从体制机
制上进行创新与改革。”

时间正在悄悄地改变这位创业者的容貌，
曾经乌黑的发丝中出现了些许白发，但是，程
京的创业步伐却依然坚定。作为新当选的全国
人大代表，他不仅为中国生物芯片产业发展建
言献策，还代表着许许多多一线创新创业者参
政议政。

□名片
程京，医学生物物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现任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及
医学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生物芯片北
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任全国生物芯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
协会生物芯片分会主任委员、“863”计划生物
和医药技术领域专家组专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生物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专家。获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
教授、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创新奖等奖励
和荣誉。

李莉

潘建伟

程京

近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杭州师
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谢恬、秦叔逵、孙燕、
林洪生、王笑民、花宝金、李泽坚等完成的“榄香烯
脂质体系列靶向抗癌天然药物产业化技术及其临
床应用”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在大
连华立金港药业公司和杭州金桂医药公司实现产

业化，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0年来，谢恬致力于转化医学、中西医结合防

治肿瘤新药物、中药栽培、新药研发、绿色化学等领
域研究工作。他非常注重产学研紧密合作，在中西
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慢性肾功能衰竭以及新药研
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患者需求是医药学工作者的动力

癌症是人类健康第一杀手。卫生部报告称，
恶性肿瘤已占据中国死因的第一位，2012年中
国每一分钟就有 6个人确诊为癌症。所以，“寻找
癌症的有效治疗方法和特效药是医药工作者的
责任，患者的需求就是我们夜以继日不断工作的
动力。”谢恬说道。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谢恬和他的团队就

开展了攻克癌症特效药的研究。谢恬提到，传统
癌症治疗侧重手术切除，但中晚期肿瘤切不掉或
切不干净，残留癌细胞，还可能复发，而放化疗在
杀伤癌细胞同时，对正常细胞及机体免疫功能、
造血功能等会造成损害。因此，传统的治疗方法

有缺陷，要找到攻克癌症的有效办法，必须另辟
蹊径。
谢恬在爷爷魏长春和岳父魏治平等有名老

中医的指导下，开展了临床和实验紧密结合研
究，有别于传统“以毒攻毒”的方法，凝练提出了
“消癥散结扶正、辨病施治”治疗癌症新思路，以
及“分子配伍”理论研发抗癌新药。
他们从临床和实验室对大量中药进行了抗

癌活性成分的筛选研究，终于从无毒中药的挥发
油发现高效低毒的抗癌活性成分———榄香烯。这
个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由此开启了治疗癌症的
新药物，被称为治疗肿瘤的“绿色疗法”。

神奇的新药榄香烯脂质体

谢恬介绍了榄香烯脂质体作为抗癌药物的奇
特之处：榄香烯是采用创新的降模式分子蒸馏精制
技术从中药提取分离的高效低毒抗癌活性成分。创
造性采用脂质体靶向制剂技术将抗癌成分榄香烯
包裹在类细胞膜的脂质体纳米微球中，不但能提高
药物的稳定性和缓释性，还能使药物对癌细胞的亲

和力更强（即靶向性），可以使药物缓慢地从脂质体
中释放出来，持续杀死癌细胞，从而提高治疗指数。
榄香烯脂质体不但有出色的疗效，与当前国

内外抗癌药相比，还有着更高的性价比。目前临床
上广泛应用从植物发现的抗肿瘤药物有 4大类：紫
杉醇、喜树碱、长春碱、榄香烯，唯有榄香烯是中国
首先从中药发现其抗癌作用并成功开发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植物药。金港榄香烯上市后已
使 70多万癌症患者受益，产品出口东南亚。

中医药科技创新造福广大人民

俗语有云，医者父母心。在谢恬的倡导下，金
港药业成立多项慈善基金；金港榄香烯免费赠送癌
症患者累计 5000多万，资助全国贫困研究生和中
小学生 240多位；帮助山区 1000多户农民种植中
药材，使每个农户年均增加收入 2万多元。
科技创新造福人民，谢恬团队主持完成国家

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十多项，如“濒危珍稀药材铁皮
石斛人工繁育及铁皮枫斗系列中药制剂高技术产
业化示范工程”、“榄香烯系列抗肿瘤植物药高技术

产业化示范工程”、“他汀类系列原料药的绿色合成
技术集成和示范”、“中药心脑宁治疗冠心病临床和
实验研究”，“中药尿毒净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实验
和临床研究”等，这些项目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谢恬团队在中医药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人物档案：
谢恬，医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 /南京中医药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浙江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151”人才导师，杭州市
“131”人才第一层次优秀人才，大连市特聘专家突
出贡献奖；浙江省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委员；中国
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肿瘤
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副主
任、中成药分会副主任；《中国中医药年鉴》特邀副
主任编委，《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副主编，《世界中
西医结合杂志》副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
国肿瘤临床》等杂志编委。

追求癌症的“绿色疗法”
———榄香烯脂质体系列靶向抗癌天然药物产业化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姻张章

谢恬作为获奖代表登上主席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