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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月宁是一名扬琴演奏家，同时
也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外音乐文化交
流与体验”基地及音乐孔子学院办公
室主任。

过去的一年，在孔子学院总部和
学 院 的 支 持 领 导
下，作为项目及艺
术总监，她主持了

“五洲音乐·五色桥
— 国 际 音 乐 夏 令
营”“与世界分享中
国音乐—全国高校
中国音乐国际教育
与文化传播人才建
设联席会”及“基
地 系 列 学 术 论 坛 ”
三项具有广泛国际
影响力的系列立体
活动。5月，她率领

“中国扬琴获奖师生
欧洲巡演团”访问
奥地利、匈牙利和
罗马尼亚，举办三
场公演及两场学术活动，实现了中国
扬琴与欧洲扬琴文化交流的破冰之
旅。7月，又带领“茉莉花”扬琴重奏
团到访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她
已在 9 国 19 所著名大学举办中外扬琴
音乐专场，受到中外观众的喜爱。就
在今年3月2日，也就是两会开幕的前

一天，刘月宁还获得了匈牙利欧洲
“一带一路”经济文化合作发展促进会
授予的 2016 年度“欧中文化交流贡献
奖”，这不仅是一种工作肯定，更是一
种责任和使命。

在 刘 月 宁 的 电 脑
里 ， 有 一 个 文 件 夹 ，
里面记录着从 2013 年
开始每一年的提案。4
年 来 她 所 提 交 的 提
案，主要来自于在文
化国际传播领域长期
实 践 中 得 出 的 思 考 ，
内容涵盖了中国音乐
文化国际传播的资金
支持、技术支持、体
制建设和人才培养等
多 个 关 键 性 的 问 题 ，
呼吁打造中国音乐文
化 国 际 传 播 新 模 式 。
从前年开始，这些提
案都得到了相关部门
的反馈，并收到相关

文件以及正式的答复意见。
今年，刘月宁的提案仍然是围绕

这一主题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文化传
播领域。她建议建立“中国音乐国际
教育与文化传播”全国高校联盟，并
提出要健全公办与民办艺术教育之间
的交流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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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4 月，我在湖南省一个村子里调
研，遇到一家贫困户，听说他们家男孩子
被送到外地学习理发。但是，学习理发要3
年，没有任何收入，即便学成之后回家开
理发店，能不能成功乃至得到一份有保障
的收入都是未知数。当时我就想，如果这
个孩子去读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一门专
业，然后找一份工作，比之前的选择会更
适合他。

这是我在“大调研”现场亲历的一个
案例，也是我作为政协委员去年最关心的
问题。

民主党派的年度大调研是受中共中央
委托，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的重
点考察调研。在去年对 10 个省份进行调研
后，民进中央把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农村扶
贫的供给侧改革上，其中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如何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农村脱贫攻
坚中的作用。

在调研中，民进中央发现，职业教育
在农村的脱贫攻坚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

用，甚至某种程度上职业教育能阻断贫穷
的代际传递。

比如，湖南省的“一家一工程”是让
一个贫困家庭的一个孩子去读中等职业教
育，然后帮助他找到工作，这样就可以部
分解决这个家庭的贫穷问题。一般来说，
就读中等职业教育的孩子就业之后，年收
入在3万元左右，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

为什么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在贫困地
区没有发展起来，而且在北京、上海等经
济发达地区也出现日渐萎缩的问题呢？

经过调研，我们认为，这当中的原
因，一方面是贫困地区的中职学校基础比
较薄弱，还在讲授早已被市场淘汰多年的
职业技术，因而吸引力差，招生困难，未
能充分发挥促进劳动力转移或就地就业的
作用；另一方面，也与传统文化对职业教育
的偏见有关，人们习惯用分数去判断一个人
的优劣，认为管理型人才比技能型人才更了
不起。

通过实地调研，民进中央建议，当前

应该大力实施“中职教育扶贫国家工程”，
即统筹扶贫资金，通过职业学校给学位、
企业给岗位、财政综合保障“三管齐下”
来吸引学生；实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
职教育能力提升计划”，把办学特色和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作为扶持的重点因素；支持
市县政府统筹使用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
鼓励多种主体提供教育培训服务；实施

“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协
作计划”，破除政策障碍，放宽产业发达地
区、用工紧缺地区、中职教育发达地区的
招生限制，扩大在贫困地区的招生规模；
建立中职教育资助经费转移支付制度，即
学生到哪里就读，就把经费转移到哪里。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合
适的职业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职业教育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最有效的路径。因
此，我们要让贫困者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
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他们自己也为下一代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由叶晓楠、高搏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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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为了永远的清水
向东流，马志伟不知到三江源
跑了多少次。去年，为了推动
试点工作的开展，更是去了一
趟又一趟。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以来，青海省将体制试
点作为头号改革工程，成立了
由书记、省长任双组长的领导
小组，高效推进工作。印发部
署意见，确定了 8 个方面 31 项
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了时间
表、路线图和责任单位，目前
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为了这一天，马志伟在两
会上呼吁了15年。这也是30多

年政协委员的履职生涯中，最
让他满意的一件事。他说，从
建议逐步得到采纳的经历来
看，协商民主是大有作为的，
能够使政协担负的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发挥
得更好。作为政协委员，履职
时要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
需要，事先谋划，全程参与，
才能由虚见实，更好地履行职
责。

2002 年，马志伟就开始提
案，呼吁建立青海三江源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到2011年，他
进一步提出了建国家公园的概
念。到高校、到院所等很多地
方，他讲的总是建立健全三江
源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重要
性。他说：“令我高兴的是，近
年来，三江源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建设的工作逐渐提速，国务
院于2011年和2013年分别批准
了 《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
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 和 《青
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
工程总体规划》，2014 年进一
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
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方案得到批准。”

马志伟委员：

推动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想要在治理沙漠过程中既
改善生态、又获得经济效益，选
择的植物就很关键。比如亿利
自创的让甘草躺着生长的技
术，可以让 1 棵甘草治沙的面
积由 1 平方米扩大到 10 平方
米，几十棵甘草通过两三年的
时间就可以改造 1 亩沙漠，成
为良田。而农牧民种植 1 亩甘
草的年收益是 400-450 元，10
亩甘草就可以带动1人脱贫。

2016 年，王文彪带领亿利
集团在西部几大沙区启动了为
期 3 年的 300 万亩甘草治沙改
土扶贫项目，将带动 1.25 万户
贫困户脱贫。库布其沙漠腹地
巴音乌素的蒙古族农民吉仁门
肯去年跟着亿利种植甘草，一
年就挣下了10多万元，农闲时
再打打零工，养一些羊，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像吉仁门肯这样
的农牧民有很多，乡亲们把种
植甘草叫做甜蜜的事业。

去年在新疆南疆，王文彪
带领亿利的同事一道实施了
20 平方公里“甘草+黑枸杞”
和 2600 亩种质资源库建设工
程，成活率超过 70%，带动
2000 名 贫 困 农 牧 民 劳 务 就
业。阿拉尔地区的老百姓感慨

地说，过去光秃秃的沙漠，人
都不敢来，现在变成了绿洲。

“生态产业的脚步走到哪
里，精准扶贫的脚步就跟到哪
里。”这是王文彪的信念和希
望。作为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企
业家，他需要兼顾经济效益与
社会责任，让更多原先因沙致
贫的乡亲们与亿利一道共享生
态改善的收获。

而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的指引下，亿利集团正在与联合
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一起建立

“一带一路”国家民间组织合作
平台，把库布其绿色经济发展模
式成果输出到“一带一路”国家，
为世界各国的荒漠化治理、脱贫
减贫贡献一分力量。这是王文彪
的另一个“小目标”。

刘月宁委员：

对外传播中国音乐文化
本报记者 叶晓楠

王文彪委员：

治沙扶贫一举两得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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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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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开幕。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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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

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这一年，政

协委员们是如何履职的？做了些什么工作？且听几

位委员畅谈他们的履职情况。

开

2015年12月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
上，《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得到批准，这意味着青海
将承担起在中国先行探索国家公园保护、建设、管理模式的重任，承
担起先行探索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她在探索践行一种“双向交互式”的中国音乐文化国际传播新模式。一方
面，立足设立于境外主流高校的“音乐孔子学院”，开展有计划的中国音乐国
际教育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立足中央音乐学院，以遍布世界134个国家的
孔子学院网络和大专院校为分享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传播活动。

“种下甜根根，拔掉穷根根”“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对于
王文彪来说，治沙扶贫是他毕生付诸心血的事业，也是他近一年
来按照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不断推进的工作。

会 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