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友寄语两会：

——今年全国两会，我最关心乡村振兴，建议在体育产业发展条件较

好的地方，试点体育文化产业下乡，整合乡村闲置资源打造乡村体育文化

公园，助力乡村振兴。

——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的主旋律，工业经济是高质量发展

的主力军。建议动员、鼓励、政策支持龙头企业进驻山区县工业园区，引领

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税收入，更好惠及民生。

——希望有关部门能统筹规划，加大传统文化保护力度，在文化建设

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拓展优化传播渠道及方式，多输出优质内容。

——希望各类 APP 的适老化功能更多更好用，让老年人也能享受互联

网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易舒冉整理）

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全国两会既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共商国是的平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台。

两会召开前夕，本版邀请了几位奋斗在各行各业的工作者，畅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

——编 者

雨水节气刚过，麦苗返青。河南新

乡县翟坡镇任小营村的田地里，固定式

喷灌机轻喷水雾，1500 多亩小麦饱饱

“喝”了顿返青水。

“建良田，多打粮。”种粮大户马有永

满是笑意。今年新乡县对原有高标准农

田改造提升，打造 15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

范区。年后新装智能化喷灌设备，马有

永第一批“尝鲜”。

“喷灌一喷，地里生金。”马有永算了

账，用自动喷灌设备，每亩地节约电费 20
元、人工费 60元，1500亩地能节约成本 12
万元。按当前的苗情，预计每亩小麦能比

去年增产 50—100 斤，仅小麦一项，每亩

地能增收 100多元。

马有永今年 61 岁，种粮 23 年，流转

土地 5270 亩，对高标准农田的好处感受

颇深。没建高标准农田时，他一提浇地

就揪心。机井少，一眼井要覆盖 70 多亩

地，十天半月才能浇一遍。一条电线供

七八眼机井，电压低，出水少，水泵还容

易坏。2017 年，任小营村开始建设高标

准农田。新增多条电线，确保稳定灌

溉。新增 22 眼机井，每眼井覆盖灌溉

面积缩小到 30 多亩，一周就可以把全

村 1500 多亩地浇完。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几乎年年增

产 增 收 。”马 有 永 说 ，以 2022 年 为 例 ，

5000 多亩流转土地，种一季麦子、一季

青储玉米和大豆，比 2021 年增收 300 多

万元。从 2011 年到 2020 年，新乡县建

成 30 余万亩高标准农田，近两年，县里

增加投资，提升节水灌溉综合能力，产

量进一步提升，受益农户齐声称赞。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

主要装中国粮。这话说到俺们心窝里

了。国家政策好，俺们农民就更有干

劲，希望出台更多惠农政策，让广大农

民把自己的饭碗端得更牢。”马有永说。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翟坡镇任小营村种粮大户

马有永——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本报记者 马跃峰

轻 轻 点 击 触 控 屏 ，伴 随 动 画 效

果，一套多媒体课件映入眼帘。湖南

省常宁市塔山瑶族乡中心小学四年

级教室里，47 岁的副校长盘玖仁正熟

练使用电子白板进行教学。“有了数

字教育资源，山里的学生们学得更好

了 ！”从 教 30 年 ，他 见 证 了 乡 村 教 育

的进步。

“这几年，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育

质量都有了很大改善。”盘玖仁向记者

细数：教学楼、操场、校门翻新了，校园

更加美丽、整洁；教室里，每个班都安

装了电子白板，可以联网播放多媒体

资源；学校地处山区，过去移动通信等

设施相对落后，去年乡里新建了 6 座

通信基站，老师们查阅网络资料更便

捷了。

除了硬件设施改善，学校师资力

量也逐步得到补充。“去年，我们又迎

来两位新老师！”盘玖仁高兴地说，“他

们 都 是 刚 毕 业 的 公 费 师 范 生 ，很 能

干！”如今，学校大部分老师都是 90 后、

00后，还有了更专业的音体美老师。

教师用心教，学生用心悟。如今，

塔山瑶族乡的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着更

好的教育。“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

更加注重提高教学质量，还提升了课

后服务水平。下午下课后，盘玖仁和

老师们带领学生学习下棋、舞蹈、乐

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再过几个月，又有一批六年级学

生将从这所乡村小学毕业。塔山瑶族

乡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坚守在乡村，用

心点亮乡村孩子的梦想。盘玖仁说：

“希望今年全国两会更加关注教育领

域，我们要借着东风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让乡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为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湖 南 省 常 宁 市 塔 山 瑶 族 乡 中 心 小 学 副 校 长

盘玖仁——

让乡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
本报记者 吴 月

2 月 13 日上午 9 点左右，力神电

池（苏州）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毅的

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客人，他们是江苏

省苏州科技城招商局的工作人员。刚

进门，他们就忙开了，现场指导刘毅准

备资料，帮着他熟悉申报流程……“如

果没有苏州科技城管委会的全力支持

和悉心服务，我们这个投资 28 亿元的

项目可能就得黄了。”刘毅说。

力神电池苏州公司是苏州科技城

一家生产锂离子电池的大型企业，每

天最多可以生产 100 万支圆柱形锂电

池。 2022 年，公司急需增资扩产，但

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事 情 还 得 从 几 年 前 说 起 。 2017
年，力神电池苏州公司一期项目投产

时，因生产需要，4 号生产车间被改建

成了仓库，但由于公司人员更替，没有

将变更后的设计图纸送住建部门审图

中心进行审查，以至于项目无法办理

竣工验收，导致一期项目一直未能取

得不动产权证书。

“一期项目的证书没有办下来，公

司总部存在比较大的顾虑，便迟迟没

有对苏州公司的二期项目进行内部立

项。”刘毅说。2022 年 9 月，苏州科技

城招商局项目服务处负责人王平在日

常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的这一情况后，

便立刻行动起来，组织经发、建设、招

商、环保等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召开紧

急协调会议，并由苏州科技城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洪绍平牵头，成立

了专门的工作小组。

仅仅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力神电

池 苏 州 公 司 就 拿 到 了 不 动 产 权 证

书。顾虑消除了，力神电池总部公司

也终于做出了在苏州公司增资扩产的

决定。“期待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更多关注优化营商环境的问题，

我们对此充满信心和干劲。”刘毅说。

力神电池（苏州）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刘毅——

在良好营商环境中谋发展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走 进 位 于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前 门 西

大街 95 号的老舍剧场，观众不仅可以

欣赏戏剧，还可以观看展览，体验 VR
（虚拟现实），品尝咖啡。北京市文联

依托老舍剧场为核心的创展空间，满足

各门类艺术家创作交流、展览展示、评

审鉴赏等需求，打造“大戏看北京”的

专业平台。

“近年来，北京市文联把‘做人的

工作’和‘推动创作优秀作品’有机结

合，吸引文艺工作者，搭建更多平台，

探 索 良 性 机 制 ，转 向 创 作 服 务 型 组

织。”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

记陈宁说，北京市文联通过实行“文艺

创作扶持专项资金”“优秀文学作品奖

励 ”“ 老 舍 青 年 戏 剧 文 学 奖 励 扶 持 计

划”，每年扶持各艺术门类文艺项目近

百项。

好的机制可以激发文艺创作的活

力。北京市文联健全包括管理、服务、

孵化在内的创作保障机制，搭建创作服

务平台。“我们高度重视文艺人才队伍

建设，不断加大优秀文艺人才的评选推

介力度，提升文联系统引导文艺创作的

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发布年度

《文艺创作选题指南》。”陈宁说。

同时，文艺工作者要向世界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陈宁介绍，

“北京文学走出去”系列活动开展 3 年

来，推动 27 部作品输出到 17 个国家，北

京文学作品走进 15家世界知名图书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陈宁说，这为新时代做好文化文艺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用新时代文艺

高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期待全国两会更

加关注文化领域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陈宁——

在实践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本报记者 王 珏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

龙族怒族自治县丙中洛镇秋那桶村，是

远近闻名的“百万村”，村民们在致富路

上忙得红红火火。

“种地只够自己吃，好不容易收点

菌，翻山越岭才能卖出去。”说起从前，

秋那桶村曾经的贫困户余贵林苦不堪

言。秋那桶村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

县丙中洛镇的最北边，出行极其不便。

“不是没想过出去挣钱，但家里老的老，

小的小，需要有人照护。”余贵林这样的

贫困户，秋那桶村不少。

出不去，那就想办法在村里发展。

政府组织余贵林和其他几位村民前往

浙江、福州参观学习后，余贵林开起了

村里第一家客栈。“学习后才知道啥叫

民宿、啥叫服务。”余贵林感慨，找对路

子，才能更好发展。不仅自己成功脱

贫，余贵林还顺利当选秋那桶村党总支

书记、村委会主任，这两年，又张罗起了

村集体经济。

有资源无资产，有优势无出路，盘

清秋那桶村的基础条件后，余贵林在怒

江州组织部门的指导下探索集体控股、

村民入股，成立建筑公司和酒店服务管

理公司，借机发展旅游，带动群众就近

就业。

“建筑公司承接帮扶项目，以工代

赈。看不懂就学，做不来就问，家门口

挣钱大家都有劲。”余贵林说，在各方帮

扶下，村里的建筑公司解决了没技术、

没经验、没机会的问题，成立了怒江建

筑产业园。村集体依托村里慢慢火起

来的旅游业开办餐具洗涤厂、酒店服务

公司、农特产品加工厂等，2022年，秋那

桶村村集体经济税前收入突破 200万元，

净收入 155 万元，成了“百万村”。而去

年，怒江州各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实现了

10万元全覆盖，打造出 6个“百万村”。

如今的秋那桶，道路整洁，屋舍俨

然。村民们正计划灵芝种植、土鸡养殖

生意，村里装了 101 个摄像头，在家就

能观察田里和圈里的情况。余贵林干

劲满满：“今年全国两会，肯定少不了乡

村振兴利好声音，我们村的目标，是下

一个 100 万！”

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镇秋那桶村党总支

书记余贵林——

带领村民同奔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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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徽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张集村麦田，承包大

户给麦苗喷洒营养液。

周方玲摄（人民视觉）

图②：浙江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的纺丝加弹生产车

间，业务专员向企业员工介绍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谢尚国摄（人民视觉）

图③：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大安镇金牛社区羌绣基地，

绣娘们飞针走线赶制羌绣绣品。

吴天文摄（人民视觉）

图④：骑行爱好者在江西樟树市永泰镇官湖村油菜

花海中骑行、赏花。

周 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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