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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9
日电 教 育 部 原 副 部

长、党组副书记高沂同

志（享受部长级待遇），

因 病 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108 岁。

高沂同志逝世后，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

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慰问。

高沂，曾用名高秉

晋，1914 年 12 月生于山

东沂水。1938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5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8 年 2 月进入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

1939 年至 1945 年先后任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一团团

长、中央青委干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宣传部干事等。

1945 年 10 月起先后任辽北省委组织科科长、东北行政

委员会办公厅人事处处长等。1949 年至 1957 年先后

任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处长、东北局统战部处长、中央

交通工作部铁道处副处长等。1957 年至 1965 年先后任清华大

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1965 年起任高教部副部长兼办公厅

主任、部党委委员兼机关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批

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3 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的核心小

组组长。1977 年起先后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教育部副

部长、党组副书记等。1995 年 8 月离休。

高沂是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

会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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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7 日电 副大军区

职离休干部、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刘明璞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4 月 11 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 91 岁。

刘明璞是河北省束鹿县（今辛集市）

人，1946 年入伍，1947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晋中、

太原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教员、医

生、科员、助理员、秘书、科长、副处长，总后勤部司

令部办公室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为部队

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刘明璞是第七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委员。他 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

解放奖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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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弈者谋

势 ，善 治 者 谋

全局。习近平

总书记近日在

四 川 考 察 时

强调：“四川地

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

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

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

一江清水。”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

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需要上中下游

互动协作、共同发力。在 2018 年

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谋

一域’居多，‘被动地’重点突破

多；‘谋全局’不足，‘主动地’整体

推进少”，要求“正确把握整体推

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立足全局，

谋定而后动”。近年来，正是因为

坚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

统性出发，从全局和大局进行系

统谋划，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 不 谋 全 局 者 ，不 足 谋 一

域”。观大势、谋全局、抓大事，是

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

们干工作，如果不从全局、整体去

考虑，就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

林”、顾此失彼，陷入捡了芝麻丢

西瓜、补了东墙短西墙的困境；如

果眼里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片面强调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特

殊性，既不利于全国和全局工作

的开展，到头来也会让一方发展受困。而当我们“懂得

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古人讲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

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

算小账”，强调“更加注重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这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

义。这要求我们，既要善于从全局上分析研究形势、加

强谋划，又要善于抓好具体工作、做好具体事情，通过

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推进一项项具体工作，为全局工

作服务。

从全局谋划一域，这是一种胸襟、眼界和格局。

习近平同志在主政上海时提出，必须把上海未来发展

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

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

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2014年 5月

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各级干部放眼

全球、放眼全国，不断提高战略思维、战略把握、战略运

作能力，谋发展、创业绩不仅争创国内一流，而且敢于

到国际上去比较、去竞争。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唯

有始终把全局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全局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正确认识大局，自觉

服从大局，才能不断提高“谋一域”的原则性、系统性、

预见性和创造性。

同时还要认识到，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

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以一域服务全局，通过局部的重点突破推动全局

的整体提升。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时

强调，“要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

同发展的关系”“长江经济带的各个地区、每个城市在

各自发展过程中一定要从整体出发，树立‘一盘棋’思

想，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

力”。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

想，在重大问题上以全局利益为重，在全国发展大局中

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找准自身优势和全局工作的结合

点，避免干扰大局、主动融入大局、有力服务大局。

有这样一个生动比喻：“一个合唱团，要做到异口

同声，就得讲究一个主旋律、一种节奏。经济工作也是

同样的道理。如果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强调自己工

作的重要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非唱‘砸锅’

不可”。新征程上，提高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能力，强

化“致广大而尽精微”的使命担当，既登高望远、胸怀大

局，又落细落实、积微成著，我们就一定能为一域争光、

为全局添彩，奏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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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周末，安徽省合肥市市民刘先生带着

家人，驱车出发了。不过一小时车程，就到了

庐江县长冲村安凹村民组。满目葱茏，澄澈的

河水潺潺流过，一处民宿掩映在村庄之中，这

便是此行的目的地——云里安凹。

“这里离市区近，风景也好，附近还有生态

有机农场，可以钓鱼、采摘，家人都很喜欢。”刘

先生经常带家人来这里散心。

庐江县北濒巢湖、南近长江、西依大别山

余脉，境内有碧波湿地、险峻奇峰，更有享誉华

东的温泉度假区，拥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2

家、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8 家。“十三五”以来，庐

江县推进“自然山水游、民俗风情游、乡村体验

游”，走城乡统筹、农旅融合的发展新路。2020
年，庐江县组建乡村振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将全县乡村闲置资产、资源收储或租赁，由政

府统筹乡村振兴资金进行旅游民宿项目开发

建设，云里安凹等一批优质民宿由此诞生。

“庐江民宿作为乡村产业的新业态，在带

动村民就业、反哺乡村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庐江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苏荣

介绍，发展民宿产业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

产，带动了资金流、物流、信息流，吸引更多人

才向乡村汇聚。

今年 34 岁的汤池镇村民凌彩虹，很早就

外出闯荡。2020 年，她凭借多年酒店工作经

验，回到家乡在云里安凹民宿找到了新工作。

“收入跟在外面打工差不多，还能兼顾家庭。”

凌彩虹说。

长冲村第一书记赵明坤告诉记者，长冲村

户籍人口 5000 多人，十几年前，全村常住人口

最少的时候，不到 1000 人，几乎都是老人小

孩。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不断有年

轻人返乡，如今常住人口已超过 2000 人，有劳

动能力的村民超过半数吃上“旅游饭”。“目前

村里在建的民宿就有 8 家。”赵明坤说。

离云里安凹民宿不过 10 分钟车程，就是

占地 50 亩的安凹有机农场，主要生产各种有

机蔬菜。不只供给民宿，还通过电商销售到江

浙沪等地。

“农场一般中午接单，下午采摘，晚上发

货，第二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中。游客还可以在

这里体验蔬菜采摘。”安凹有机农场负责人王

晓明说，农场平均每天用工 10 人次，都是本地

人。附近村民自家生产的优质农副产品，农场

认真检测后也收购销售。

近年来，庐江县逐渐吸引外地资本投资兴

建民宿。十里长冲、三冲村等民宿集聚区正在

兴起，全县精品民宿总数达 26 家，云里安凹民

宿被评为全国首批甲级旅游民宿。

循着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庐江县改善旅

游基础设施，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全县开通城

乡旅游客运公交、环巢湖观光巴士，配套生态

停车位 1024 个，实现所有乡镇二级公路镇镇

通，融入合肥 30 分钟、长三角 3 小时交通圈；新

建 18 个景点游客中心、3 处旅游咨询中心，建

设旅游厕所 65 个；建成全县旅游大数据中心，

启动建设智慧旅游服务系统。

截至目前，庐江县民宿项目已整合乡村振

兴 衔 接 资 金 1.5 亿 元 ，预 计 实 现 村 集 体 增 收

900 万元，解决村民就业 500 余人，带动农特产

品销售 800 余万元。庐江县年游客接待量由

2016 年的 450 万人次增长到 2021 年的 818.4 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由 2016 年的 37 亿元增长到

2021 年的 66.8 亿元。

安徽省庐江县—

城乡统筹 农旅融合
本报记者 徐 靖

走进县城看发展

新华社北京 5月 20
日电 原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部长、党组书记郑

斯林同志，因病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 81 岁。

郑 斯 林 同 志 逝 世

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郑 斯 林 ，1940 年 5
月 生 ，江 苏 吴 县 人 。

1963 年 9 月 参 加 工 作 ，

196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 年至 1983 年先后

任辽宁省丹东汽车改装厂技术科科长，辽宁省丹东电

视机配件厂厂长等。1983 年至 1989 年先后任辽宁省

丹东市副市长，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党组

书记，辽宁省省长助理兼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1989 年至 1994 年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省

委常委、副省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党组副

书记。1994 年至 1998 年先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委

副书记、代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1998 年至 2005 年先后任国

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正部长级），中央企业工委

副书记（正部长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

郑斯林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届、十六届中

央委员，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第九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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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
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打开 APP 录入目的地，根据实时货源情

况智能匹配接单线路，司机找货成功率明显提

升，这是满帮集团打造的智慧物流生态平台；

通过移动端设备，专家和患者可随时完成远程

医疗，优质医疗资源得以高效利用，这是贵阳

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互联网医

院平台……在贵州，大数据应用已延伸到多个

领域。

2015 年 6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

市大数据应用展示中心考察时指出，面对信息

化潮流，只有积极抢占制高点，才能赢得发展

先机。要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入融合，必须

在信息化方面多动脑筋、多用实招。

在贵安新区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

习近平总书记观看“互联网+”基础能力展示，

察看云计算数据机房，希望他们高起点规划和

建设，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在亿象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听取公司依托互联网和

大数据建立的全新汽配营销模式介绍，向研发

人员了解有关技术流程，鼓励他们完善电子商

务交易平台和物流配送体系，取得更好的经济

社会效益。

“2015 年那时候，园区只有两栋机楼，客

户也不多，现在建有 8 栋机楼和 4 栋保障楼，服

务客户上万家；当时只有 IDC（互联网数据中

心）存储业务，现在拓展了云服务、流量等多个

业务板块。”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运营

中心总经理吴开明介绍，信息园目前是中国南

方运行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也是贵州省数据

交互最活跃、数据量最大的云网数据中心，园

区眼下正在建设两栋机楼，2025 年还将启动

新一轮建设。

交易服务、订单管理、金融服务，报价、下

单、发货，在“亿象汽配城”电商平台上，用户轻

点手机就能完成——亿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构筑起以贸易服务为基

础，供应链金融和物流仓运配为核心配套的汽

配产业链生态模式。“目前入驻平台的商家已

达 500 余家，去年实现交易额 2 亿元。”公司董

事长陈相安表示，“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不断延伸产业链，把公司做大做强。”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

强调，“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要着

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

贵州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大数据

作为全省发展的主战略重要内容，着力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和

人才培育引进，实施数字产业强链行动，推进

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大数据如今已成为贵州的一张靓丽名片。

“通过引入大数据，从一根丝到一匹布，整

个生产环节都能精准把控，全流程信息化、数

据化生产。”贵安新区恒力（贵阳）产业园总经

理吴国良介绍，“现在上了 3 条生产线，管着倍

捻机、织布机等 6000 多台设备，正全部开足马

力生产。”

机器手臂取代人工，自动跟踪预警，自动

排产调度，五种车型同时混线生产，这是贵阳

吉利汽车智慧工厂；技术员动动指尖，地下采

煤机快速转动，乌黑的煤块自动运出，这是贵

州安晟能源有限公司的智能化采煤设备……

基于大数据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贵州以新

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为代表的战略性

新兴业态持续催生。

依托“千企改造”和“万企融合”等工程，

贵州巩固大数据先行优势，抢占新一轮发展

制高点，正强力推进“贵州大数据试验田+东

部数字经济创新探索”“贵州算力网络枢纽+
东部算力资源需求”“贵州云服务基地+东部

云服务市场”等模式，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

日 益 深 化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的 活 力 不 断 释 放 。

2021 年，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34%，增速连续 6 年位居全国前列，数字经济

已成为带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

2022 年，贵州在已累计形成“大数据+实

体经济”融合标杆项目 401 个、示范项目 4234
个的基础上，将再打造 100 个融合标杆项目，

实施 1000 个融合示范项目，带动 2000 户以上

实体经济企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

“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明确贵

州‘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战略定位，我们要

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集聚

一批行业和龙头企业数据资源，形成超大规模

数据中心集群，为深入推进数据‘聚通用’打下

坚实基础。”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局长景

亚萍表示。

贵阳市、贵安新区作为国家首个大数据综

合试验区核心区，数博大道正在南北双向延

伸，将由原 22 公里核心区延伸至 62 公里范围，

凭借综合试验区核心区的先发优势和中国国

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这一国家级平台，试点示

范各种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实现大数据产

业发展从“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再到“集聚

成势”的精彩“三级跳”，打造贵州新时代大数

据创新的策源地和示范高地。

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从两岸青山

中奔流直下的乌江，清澈如镜。

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右

岸最大的支流。2021 年 2 月 3 日，在毕节市黔

西县（现黔西市）新仁苗族乡的乌江六冲河段，

习近平总书记远眺乌江山水，听取乌江流域水

污染防治、生态修复保护、实施禁渔禁捕等情

况汇报。

在沿江岸步行察看乌江生态环境和水质

情况后，总书记对当地加强入河排污口管理和

水质监测体系建设的做法表示肯定。他强调，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

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六冲河畔的化屋村，地处乌江上游，乌江

北源六冲河与南源三岔河在村前汇流。靠水

吃水，过去网箱养殖超载、饲料投放过量，乌江

水越来越脏。“一网下去，几乎捞不到什么鱼。”

当了 20 多年渔民的尤荣利回忆。

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贵州全域取缔网

箱养殖，引导渔民转产上岸。全省累计取缔网

箱养殖 33543 亩。

“没了网箱，水变清亮了！”尤荣利也收起

渔具，开起农家乐。水质变清环境变美，乌江

峡谷风光壮美，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化屋村越

来越多的村民和尤荣利一样吃上了旅游饭。

乌江流域磷矿资源丰富，过去，乌江沿岸

磷化工企业磷石膏废渣产生的污水渗到地下，

从 34 号泉眼流入乌江，乌江被污染成“牛奶

河”。乌江治理，重在治磷。贵州省政府将 34
号泉眼的污染治理作为“1 号工程”，对磷石膏

“以渣定产”，提高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率，建

污水处理设施等，使乌江流域总磷浓度下降，

干流水质全面达到二类标准。今年 5 月 13 日，

贵阳、遵义两市开展乌江流域联合执法行动，

对乌江 34 号泉眼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行情况进

行全面检查。“现在的定期监测还靠人工，每个

月一次。下一步，我们将探索自动监测，提高

监测频次，更好掌握水质数据。”省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主任涂志江说。

保护乌江，贵州没有止步。今年 4 月，《贵

州省深化乌江流域生态保护专项行动方案》印

发，提出深入推进乌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生态

修复，将乌江流域打造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示范区。明确到 2023 年底，乌江干流国控监

测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稳定达到 100％，主要支

流水质得到进一步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贵州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他强调，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

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不断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篇大文章。

在贞丰县北盘江镇银洞湾村，1.8 万亩花

椒以发达的根系紧紧抓住土地。“过去，北盘江

的水几乎都是黄的。”58 岁的胡明忠站在房

前，一眼看到奔流的北盘江，“改种花椒后，水

土流失减少了，腰包也鼓了！”过去的石漠化重

灾区，通过发展花椒产业，走出了一条荒山绿、

百姓富的路子。

作为长江、珠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贵州切实增强上游意识、履行上游责任，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林长制。深入开展国土绿化和石漠化综合治

理，近 10 年来，贵州省石漠化治理面积累计达

1.31 万 平 方 公 里 ，石 漠 化 土 地 减 幅 达 43% 。

2021 年，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达 62.12%，中心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 98%以上，主要河

流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

2014年 3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

关键在思路。“要树立正确发展思路，因地制宜

选择好发展产业，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

机统一。”

湄潭，是典型的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地

区，适合茶树生长。湄潭县把茶产业作为主导

产业，建成标准化生态茶园 60 万亩，同时推动

茶旅融合，不断完善茶区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打造中国茶海、翠芽 27°等景区。“我们全

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老百姓能够从

种茶、卖茶、赏茶各个环节中得到收益。”湄潭

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杨冬告诉记者。

依托资源禀赋，贵州已发展出茶叶、辣椒、

刺梨等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绿水青山变

成了金山银山。

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

指出，要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

试，把提出的行动计划扎扎实实落实到行动

上，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今年 4 月 29 日，贵州省第二张林业碳票落

地赫章县海雀村，涉及面积 7346.5 亩，监测期

减 排 量 超 过 3 万 吨 。“ 稀 奇 ！ 空 气 也 能 卖 钱

了。”55 岁的村民张恩志感叹。

“按照每吨碳减排量 30 元算，这张林业碳

票价值约 104 万元，我们切身感受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均福说，

为改善生态环境，30 多年前老支书文朝荣带领

村民开始种树，如今万亩华山松已成长为茫茫

林海。2021年，海雀村人均收入达 18633元。

牢记总书记嘱托，贵州省大力推进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30 项改革成果列入国

家推广清单。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试点，推动完

善生态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林业碳汇等

机制……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让

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

优势。

“10 年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贵 州 发 展 的

每一个关键节点，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为贵州

指明前进方向、给予巨大支持。”贵州省委主要

负 责同志表示，全省上下将牢记总书记殷切

嘱托，做发展干将、改革闯将、攻坚猛将，把闯

新路、开新局、抢新机、出新绩作为高质量发展

主目标，把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旅游产业化作为主抓手，努力开创百姓富、

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本报记者万秀斌、汪志球、黄娴、程焕、苏

滨、陈隽逸）

新华社北京 6 月 9
日电 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政协甘肃省第十

届、十一届委员会主席、

党组书记冯健身同志，

因 病 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69 岁。

冯 健 身 同 志 逝 世

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

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冯健身，1952 年 8 月生于吉林延吉，1968 年 11 月

参加工作，1975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 年 11
月至 1976 年 12 月先后任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 4 师

42 团 8 连班长等。1978 年 8 月至 1993 年 5 月曾先后任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财政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局长、党

组书记等。1993 年 5 月至 2001 年 3 月先后任财政部预

算管理司副司长、地方司副司长、基本建设司司长、预

算司司长、国债金融司司长，部长助理、党组成员。2001 年 3 月

至 2004 年 8 月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党组成

员。2004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先后任甘肃省副省长，省委常委、

副省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2018 年 3 月至 2022 年 5 月任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冯健身是中共十六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第十六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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