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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人物小传

马德静，1931 年出生，云南腾冲腾越街道下绮罗社区绮罗图书馆志愿

者。1951 年至 1987 年，马德静辗转云南多个边远山区任教。1987 年退休

后，主动报名到绮罗图书馆当志愿者。她筹集资金重建新馆，承担了图书馆

的购书、整理、编号、上架、借阅等工作，30 多年义务值守。2015 年 11 月，绮

罗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年会组委会评为“全国最美基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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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R

褪色的木窗框，古朴的书架。一双颤颤

巍巍的手从整齐有序的书籍中取出一本，轻

轻打开书页，老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老人名叫马德静，是云南腾冲腾越街道

下绮罗社区绮罗图书馆年纪最大的志愿者。

建馆上百年，藏书数万册，在云南腾冲，有这

样一个乡村图书馆。薪火传承，绮罗图书馆

一直保留着吸纳退休人员提供志愿服务的

传统。

购买图书、整理分类、管理古籍、登记借

阅……今年 91 岁的马德静，已经为图书馆义

务服务了 35 年。“我有两个家，一个是住了 60
年的老房子，另一个就是这里。”马德静说。

“一定要有图书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能让人们
多读书”

与图书馆结缘，可以追溯到马德静的儿

童时期。

1931 年 12 月，马德静出生于云南腾冲的

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马寿山，就是绮罗图书

馆的创建人之一。1919 年，新文化运动如火

如荼，火种播撒到云南腾冲。在当地一些新

文化运动先锋和社会人士的倡建下，绮罗图

书馆诞生了。

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翻

阅一本本最新的书籍报刊，儿时在图书馆的

快乐时光一直印刻在马德静的回忆里。“那时

候，图书馆就有了脚踏风琴、油印机、动植物

标本等，都可以供读者参观和使用。”马德静

说，“社会要发展，就一定要有图书馆等公共

文化设施，能让人们多读书。”

1951 年，马德静来到云南边远农村，辗

转多地任教。有的学生学习跟不上，马德静

就 在 放 学 后 帮 他 们 补 课 ；有 的 学 生 读 不 起

书，马德静就自掏腰包，给他们买书和学习

用品。

1987 年，马德静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但

她没有选择在家休息，而是主动报名到绮罗

图书馆当起了志愿者。彼时的绮罗图书馆，

已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藏书，也无法满足村

民的阅读需求，建设新馆迫在眉睫。

为了筹措资金，马德静四处奔走，牵头印

制了 500 多封信，寄给相关部门和关心家乡

事业的人士。不久以后，捐款、书籍从四面八

方汇集而来，图书馆新楼建设得以迅速启动。

建设期间，马德静不怕苦不怕累，严格把

关工程质量，“直到新馆建成那一天，我的心

里才松了一口气。”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书的捐书

……村民们争先恐后，不计回报。如今，图书

馆外的一块石碑上刻着重建图书馆的捐资明

细。“有一位卖菜的老奶奶，那天早上挑着一

担子菜，卖了 8 角 8 分钱，最后全部捐给了图

书馆。”马德静回忆说，“把这些都记录下来，

就是为了告诉后人，绮罗的乡亲们对读书有

多么重视！”

“我要为家乡多做贡
献，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做
一点事”

图书馆内，有一面照片墙颇为引人注目，

上面是为图书馆的建立、重建、管理作出过重

要贡献的前辈和社会人士。马德静经常饱含

深情地看着这些照片，因为它们是图书馆多

年来发展的见证。

绮罗图书馆现有藏书 3 万余册，每年接

待读者 6000 余人次。从 1919 年成立以来，就

一直保留着由志愿者进行管理的传统。据统

计，从 1990 年新馆建成以来，先后有 70 多位

退休老人参与了图书馆志愿服务工作，而马

德静已经在图书馆默默奉献了 35 年。

不论晴雨寒暑，每天早上，马德静总是第

一个到达图书馆，把图书整理好，把阅读室打

扫干净，就连院中的花花草草都被马德静照

顾得充满生机。村民们都说，绮罗图书馆之

所以有这么好的阅读环境，跟马德静的辛苦

付出是分不开的。

30 多年来，马德静先后担任了三任副馆

长兼出纳，承担了图书馆的购书、整理、编号、

上架等工作。马德静刚到图书馆时，馆里的

图书目录管理比较混乱，村民们想借一本书，

光是找书就要花上很长时间。

为了让图书管理更规范，马德静专门跑

到县图书馆学习。分类管理、粘贴标签……

马德静掌握图书管理方法后，马上回到绮罗

图书馆进行分类整理工作。明晰的分类标

注，工整的标签誊写，图书经重新整理上架

后，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村民和学生们借书

方便多了。

图书馆中有不少珍贵古籍，马德静经常

检 查 、晾 晒 ，小 心 翼 翼 地 呵 护 每 一 本 珍 贵

古籍。

在马德静的动员下，丈夫段德也来到图

书馆当起了志愿者，一起提供志愿服务，一起

捐资助学。对于夫妻俩的付出，村民们赞不

绝口。不仅如此，在马德静的带动下，不少人

都加入了图书馆志愿服务团队。“在我有生之

年，我要为家乡多做贡献，为家乡的文化事业

做一点事。”马德静说。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
静静地、认真地读上一
本书”

“你看这本作文书，教人写人写事写物，

你们要跟着学，争取把文章写得更清楚、更好

……”走进图书馆，马德静正认真地给孩子们

讲解书籍。村里的孩子们都知道，绮罗图书

馆里，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字写得很好

看，笑起来和蔼可亲。

每次遇到学生来借书，马德静在借阅登

记后，总会给孩子们传授一些读书的“小秘

诀”。“推荐合适的书籍给孩子们，让他们多读

书读好书，在书籍的海洋中快乐成长，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马德静喜欢跟孩子们在一

起，喜欢朗朗的读书声、开心的欢笑声。桃李

满天下的她，最大的学生已有 70 多岁，而如

今来图书馆看书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刚上

小学一年级。

“造福乡邦”。在图书馆门口，一块牌匾

上刻着苍劲有力的四个大字。一个小小的乡

村图书馆，能传承百年，可能原因就在于此。

“过去在农村，人们买书难、借书难、看书

难，但在绮罗，村民们可以接触、阅读到各类

图书报刊。”马德静深深地感受到了阅读的力

量，这也让她找到了人生方向，并把这样的信

念传递给更多人。

以前，村民李宗一直想搞种植业，在电

脑、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很难学到种植技

术。绮罗图书馆中的一本《樱桃种植技术与

管理》成为“及时雨”。樱桃如何栽种，种植时

间、生长习性如何，从最开始的试验到后面连

片的樱桃林，绮罗图书馆的这本书给了李宗

很大的帮助。

现在，以绮罗图书馆为依托，当地成立了

下绮罗社区启智老年服务队，以马德静名字

命名的志愿者工作室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每到节假日，图书馆就会开展形式多样

的 文 化 活 动 ，为 社 区 居 民 搭 建 阅 读 学 习 平

台。“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的人走进图书

馆，静静地、认真地读上一本书。”马德静说。

一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和阅读，91岁老人马德静——

故园里，最是书香润芳华
本报记者 李茂颖

初到下绮罗，让人惊叹，小乡村里居然有

一个历史悠久、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经百

年，村庄几度变迁，这座乡村图书馆依然屹

立，代代不息。

这与当地村民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密不可

分。为了建设图书馆新馆，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图书馆门前的石碑上，记录着捐资修

建的人，有爱国华侨 10 万元的爱心捐赠，也有

村民几毛几元的点滴付出。无分老幼，村民们

一代又一代地接力守护着图书馆，不要任何报

酬。在图书馆的志愿者名录中，有夫妻、有父

子、有兄妹。绮罗图书馆能够延续至今，仍旧发

挥着教化乡梓的作用，与他们的付出密不可分。

从诞生之初，绮罗图书馆就成了当地百

姓接受新思想、汲取新知识的重要场所，如今

更成为村民们重要的文化家园。让书香延续

下去，就是马德静的愿望与使命，更传递着绵

绵不绝的文化力量。

传递绵绵不绝的文化力量

新华社福州 7月 20日电 7 月 17 日至 2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在福建检查外商投资法实施情况时强调，要

贯彻党中央改革开放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外商投资法深入有效实施，不

断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王东明指出，要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资促进、保护和管理

制度，积极回应外资企业关切，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

境，不断提高外资工作法治化水平，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为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其间，执法检查组听取福建省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赴福州、厦门

等地检查。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执 法 检 查 组
在福建检查外商投资法实施情况

本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杨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媒体见面

会 18 日在京举行，见面会的主题是“凝心聚力谋发展，政协委员谈经

济”。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苗圩，全国政协常委胡晓炼，

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出席见面会，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决

策部署，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聚焦助力做好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与记

者互动交流。

见面会上，与会委员表示，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

和国内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国经济仍然是稳有预期、进有动能，展现出

强大韧性，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阶段，要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持续推进稳经济一揽子

政策实施，着力稳定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与会委员围

绕媒体关心的我国经济发展机遇和挑战、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

大有效投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大宗商品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数字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据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还将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结合履职工作

实际，适时举办媒体见面会。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媒体见面会举行

本报北京 7 月 20 日电 （记者李林宝、王玉琳）7 月

20 日，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评审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

行 ，会 议 审 议 和 确 认 了 首 届 国 际 传 播“ 丝 路 奖 ”的 复 评

结果。

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评审委员会由来自多个国

家的 21 名委员组成。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为评

审 委 员 会 主 任 。 会 议 采 取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举

行，由方江山主持，“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秘书处介绍

经 由 各 评 委 线 上 投 票 所 产 生 的 复 评 结 果 ，各 评 委 发 表

意见，决定将《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路向何方》

等 19 件作品入围国际传播“丝路奖”，巴基斯坦“丝路之

友”俱乐部负责人、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赛

义 德 入 围 首 届 国 际 传 播“ 丝 路 奖 ”特 殊 贡 献 奖 终 评

对象。

方江山在主持会议时指出 , 媒体是引领社会舆情民

意、促进国家和地区间民心相通、讲好共建“一带一路”故

事的重要力量。国际传播“丝路奖”评选，以发扬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宗旨，表

彰认同、传播、阐释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理念的媒体同仁、

各界人士，凝聚人人重视发展、大家共谋合作的共识，助力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评选国际传播“丝路奖”，是明确写入《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的重大项目。首届

国际传播“丝路奖”下设深度报道奖、新闻评论奖、视频

作品奖、摄影作品奖、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短视频奖

和特殊贡献奖六大奖项。其中，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短视频奖是根据近两年世界各国抗疫工作专门设立的

奖项。

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评选由“一带一路”新闻合作

联盟主办，联盟理事长单位人民日报社牵头，联盟秘书处

负责具体工作。作为一次探索创新，评选过程公开透明，

充分体现规范性、权威性、开放性和国际性。联盟秘书处

扎实务实开展相关工作，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精心设计评

选规则和方案，有序推进作品征集、评委会组成设置等事

项。各奖项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机构

或者个人开放征集，共有来自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485 件

作品参评。按照评选方案，整个评选过程分为学术委员会

初评、评审委员会复评、联盟理事会终评三个环节。下一

步，将在“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官网上对复评结果进行

公示，并将在“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第二届理事会议上

进行终评，评出相关奖项的大奖，正式揭晓首届国际传播

“丝路奖”。

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评审委员会会议举行

“自长江保护法颁布实施

以来，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水质

越来越好、落实禁渔举措越来

越好。”面对执法检查组，全国

人大代表、湖南临澧县四新岗

镇白云村油菜种植户沈昌健连

说了“三个好”。

7 月 17 日晚，全国人大常

委会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组在

湖南常德召开座谈会，听取五

级人大代表和基层执法人员对

贯 彻 实 施 长 江 保 护 法 的 意 见

建议。

炎炎夏日，检查组马不停

蹄，检查重点水域严格捕捞管

理、河湖岸线管控、河道采砂管

理、城镇污水处理与水体修复、

化工企业搬迁改造、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等，晚上还召开座谈

会，在有限的时间里更多地听

取来自一线的声音。

洞庭湖汇集湘资沅澧及长

江来水，上游水质直接影响下

游，污染来源包括农业面源污

染 、工 业 污 染 、生 活 污 水 垃 圾

等，单靠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管

理防控，难以达到效果。尽管

长江保护法对“统筹协调”“系

统治理”等作出了有关规定，但

没有进一步细化。全国人大代

表、常德市委书记曹志强建议，

建立健全跨省市、跨区域、跨部

门的流域水污染治理联防联控

机制，进一步统筹上下游、左右

岸，更好凝聚起保护合力。

沈昌健最担心的是农业面

源污染，“农药化肥使用过量，导致土地污染，后果将不堪

设想。”他呼吁，要对照长江保护法的规定，尽可能引导农

民进行绿色有机种植，多用有机肥，少用化肥，让农业种

植更加科学、更加环保。

长江保护法规定，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

捞。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安乡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事

务中心主任资程看来，“生产性捕捞”这一概念理解界定

不够清晰，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且在罚款金额上，执法

人员自由裁量权太大。他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说明，

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以便执法更加有章可循。

常德市人大代表吕舒律师利用他担任的地方政府

等单位法律顾问的身份，多次开展长江保护法普法讲

座。他对长江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出具

体建议：统一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案件中裁量

“有关费用”的赔偿项目及其范围；进一步完善与长江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

释规定；通过行政解释明确“二级支流”的流域面积计

算方法。

常德市鼎城区石板滩镇过去由于粗放开采，导致植

被破坏、水土流失，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任务艰巨。鼎

城区人大代表、石板滩镇党委书记梅小清在参与石煤矿

区修复治理中，对长江保护法有了更深的认识，“各级人

大 代 表 要 配 合 当 地 党 委 政 府 当 好 长 江 保 护 法 的 宣 传

员，用活人大门户网站，用好代表工作室，提高公众对

环保法律法规的知晓率，真正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参

与者、监督者。”

为全面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汉寿县积极开展禁捕

退捕工作，严把责任落实关、渔具处置关、转产就业关、资

金保障关、巡查执法关，全县境内水域鱼类资源明显恢

复，社会保障有力有效，基本实现了“退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的目标。汉寿县洋淘湖镇人大代表、游巡塘社区党

总支书记毛宏亮说，实施禁捕退捕，是家乡长期发展的现

实需要，更是长江保护法的要求。他呼吁，要加大对年龄

大、文化程度低的退捕渔民的社会保障力度，鼓励他们自

谋职业。

进一步完善联动执法机制、出台自由裁量权基准、加

强执法智能化建设、配强执法力量……座谈会上，部分基

层一线执法人员也提出了法律实施建议。

大家结合自身实际，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有效实施长江保护法，守护好一江碧水，从不

同角度提出真知灼见。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声音，让检

查组很受益。检查组表示，将认真梳理这些意见建议，并

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解决，共同为依法保护好长江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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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何聪、姚雪青）在江苏

泗洪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占地 520 亩的现代化养牛

场里，王慧利和同事们正忙碌着。“我们通过基因测序筛

选等技术手段，不断扩大和繁育优质种群。”王慧利不仅

是江苏省农科院畜牧所副所长，同时也是农科院与卫岗

乳业共建的江苏奶业产业研究院研究员和研究院下设运

营公司的技术副总。身兼数职的他，既懂技术又懂市

场。“通过产业研究院，农业科研更加紧密地与生产一线

对接，提高了技术研发的针对性。”王慧利说。

围绕苏米品种培育、种植标准体系制定、储存加工技

术等全产业链技术，江苏省农科院与省粮食集团、省农垦

米业集团、省沿海农发共同成立了水韵苏米产业研究院，

致力于推动市场端与科研端协同发力。“共建产业研究院

可以解决创新与生产脱节、需求与供给脱节等问题，更好

地实现多方合作。”江苏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易中

懿说。

5 年来，江苏省农科院先后成立了响水西蓝花产业

研究院、嘉华鲜食玉米产业研究院等 79 家产业研究院，

其中有 20 家在淘汰机制下陆续退出。这些研究院聚焦

粮 食 、蔬 菜 等 细 分 领 域 ，覆 盖 了 从 田 间 到 餐 桌 的 全 链

条。截至目前，各研究院共申报科技项目 71 个，自主研

发培育新品种 63 个，引进新品种 466 个，示范推广品种

274 个，经济效益超过 1.66 亿元，有效促进了现代农业

转型升级。

江苏省农科院成立多家产业研究院——

加快产学研，促进农业现代化

本报北京 7月 20日电 （记者蒋建科）由中国科协、教

育部共同主办，国务院国资委、国务院港澳办、中科院等支

持的 2022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式暨开营第一课

在北京化工大学举办。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营 15 个分营代表和

北京化工大学师生代表现场参加活动，

来自全国 70 个分营的 1.3 万名中学生和

领队老师以及全国广大青少年齐聚云

上参加开营式。开营式暨开营第一课

向青少年和全国公众同步直播，约 400 万人次在线观看。

高校科学营活动自 2012 年创办以来，聚焦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坚持大联合、大协作，组织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

的 10 万多名青少年直接参与活动，为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质、服务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2022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全国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