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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海代表——

生态环境更美更优
本报记者 崔 浩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成果越来越突出，

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好了。以我的家乡东营

市为例，得益于黄河口原生植被的不断恢复，大

天鹅、黑嘴鸥等鸟类逐渐增多。前不久，山东东

营黄河口湾区入选生态环境部确定的第三批美

丽海湾优秀案例。越来越多游客为了黄河入

海的壮美景观和湿地观鸟的独特体验来到东

营。”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东营市湿地城市建

设推进中心职工张金海说。

黄河三角洲地处黄河与渤海交汇处，湿地

资源丰富。由于生态系统形成时间短，该地区

生态环境具有一定脆弱性。前几年互花米草在

我国沿海大规模暴发，仅黄河三角洲地带的分

布面积就达 13 万余亩，严重威胁当地生态系统

安全。自 2020 年起，东营市先后出台《东营市

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与修复条例》和《东

营市互花米草防治攻

坚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针对不同生境

的互花米草，因地制宜采取精准治理措施，组织

专业队伍分区分段同步治理。东营市连续实施

五期综合治理项目，治理总面积 13.1 万亩。

为了进一步提升当地生态环境韧性，近年

来，东营市在“治草”的同时，下大气力推进湿地

生态修复工作，协同推进互花米草治理、盐地碱

蓬修复、海草床修复和底栖生物增殖等工作，累

计退耕还湿、退养还滩 7.25万亩，恢复盐地碱蓬、

海草床5.2万亩，湿地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张金海代表拿出两张照片向记者介绍：“这

张照片是 2018 年在东营广利港附近的滩涂上

拍的，那时这里的互花米草长到一米多高，翅碱

蓬、海草床等滨海原生植物的生境被严重侵占，

滩涂上的虾蟹、贝类等几乎不见踪迹。另一张

照片是 2024 年秋天拍摄的，互花米草已杳无踪

迹，红色的盐地碱蓬像给盐碱滩铺上了厚厚一

层‘红地毯’，水草丰茂的大湿地又回来了。”

托起亿万人民稳稳的幸福
杜秀萍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餐一饭，关系舌尖安全；一

老一小，连着朝夕幸福⋯⋯百姓冷暖、民生福祉一直是习近平

总书记心头的牵挂。一桩桩关乎群众幸福指数的“小事”，一

步步上升为民生大计。

民之所忧必念之，民之所盼必行之。全国财政支出中，超

过 70%的比例被用于民生领域，彰显了国家对民生的高度重

视。我们以敢于担当的魄力，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不少硬骨

头，出台了许多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改革举措。各地区各

部门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

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

建设，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项项改革举措、一张张“民生清

单”，使民生福祉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能触摸到、体

会到的美好生活感受。

发展向前，生活向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民生成绩单温暖

人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生动诠释着“让人民

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

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

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民生领域

改革持续深化，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接诉即办”“最多跑一次”

等举措便民利民；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绿水青山带来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

的一年，各地区各部门密集发布“民生礼包”，一系列惠民举措

暖人心、鼓干劲。拿出更多举措，形成促就业合力；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夯实养老服务体系；聚焦“病有所医”“医

有所保”，保障人民健康的改革举措稳步推进⋯⋯谋新策、出

实招，及时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和关切，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

事，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

春意渐浓，民生向暖。全国两会召开之际，5000 多名代表

委员带着人民的重托与期待，齐聚一堂，共商国是。人民生活

“小关切”与国家发展“大图景”双向奔赴。这场春天的盛会，以

最大同心圆凝聚奋进力量，托举起亿万人民“稳稳的幸福”。

马银萍代表——

农民增收渠道拓宽
本报记者 陈发明

“天水花牛苹果又大又红。凭借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甘肃有 20 多个县是苹果生产重点县，庆阳

苹果、静宁苹果、花牛苹果都是区域公用品牌。”全

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临泾镇席沟圈村

党总支书记马银萍说，在她的家乡庆阳市，苹果种

植面积稳定在 133 万亩，苹果产量达 156 万吨，是农

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群众要致富，产业是支柱。马银萍代表介绍，

近年来，庆阳市创新实践“三元双向”循环农业模式，

大力发展以种植业为基础、以养殖业为牵引、以菌业

为纽带，以种养菌废弃物为资源相互转化利用、双向

闭合循环的现代生态低碳农业。2024 年，庆阳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2 万元，同比增长 7.2%。

其中，农民经营净收入 5555.9元，同比增长 7.8%。

马银萍代表在调研中了解到，去年，庆阳市绿

色高效种植加速推进，提质改造老旧果园 6.4 万亩，

新优品种占比明显提升；设施蔬菜种植面积 18 万

亩，蔬菜产量 112.6 万吨；中药材产量 13.8 万吨。同

时，庆阳市畜牧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新增养殖大户

2038 户，新改扩建规模养殖场 79 个，有力带动农村

居民经营净收入增长。庆阳市还制定食用菌产业

提质增效推进措施，引培食用菌龙头企业 29 个，菌

棒产量突破 2 亿棒，食用菌产量达 4.06 万吨。

“实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一方面要提升产业

质效，另一方面还得拓宽渠道。”马银萍代表告诉记

者，去年，席沟圈村种植新品种玉米 4000 多亩，每

亩增收 300 多元。发展庭院经济 62 户，每户增收

1000 元。牛羊猪养殖户 80 多户，养殖业年收入达

350 多万元。为了让村民就近务工，村里引进了从

事服装加工的就业工厂等，解决就业 50 多人，每人

每月增收 2000 多元。

马银萍代表表示，今年将继续在粮食生产中推

广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持续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

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同时，还要推进农文旅融合

发展，通过多元化的产业增收，让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满满。

大家的获得感更充实了

—
—

代表委员畅谈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李国华委员——

医养服务优质便捷
本报记者 刘 瑾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

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国华表示，就医和养

老是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浦东

新区以维护老年健康权益和满足健康养老服务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对健

康养老的支撑能力，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

李国华委员介绍，在顶层设计方面，浦东新区

持续完善老年健康制度，印发了《浦东新区健康老

龄化行动方案（2023—2025 年）》《关于进一步促进

浦东新区养老服务机构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健

康需求。

在社区居家医养结合方面，浦东新区老年人社

区居家医疗资源布局日趋完善，着力建设以综合医

院为支撑，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以养老机

构、护理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为补充

的立体化老年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同时，社

区居家医

养结合服务内涵也更加丰富，做实做优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2024 年重点人群签约数为 116.99 万人，签

约率 80.19%。

在养老机构医养结合方面，浦东新区优化审批

流程，152家养老机构中 59家内设医疗机构，53家纳

入医保联网。强化养老机构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签

约合作，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与辖区内的养老

机构签约并提供医疗服务，签约共建率达 100%。

李国华委员表示，浦东新区医养结合工作扎实

推进，从制度设计到服务落地，提升了老年人健康

服务水平，为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保

障，对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实现“老有所养、老

有优养”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期盼。李国华委员建议，

结合浦东新区经验，通过科技赋能，推进“养老机

构+互联网医院”服务。通过医养结合创新模式，开

设专属线上就诊通道，为养老机构提供便捷可及的

优质医疗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上门评估、在线咨询、

预约挂号、复诊续方、医保结算、药品配送、绿色通道

和健康科普等服务，满足养老机构老年人多学科慢

病诊疗等需求，打通医养服务“最后一公里”。 曾小敏委员——

优秀文化滋养人心
本报记者 覃皓珺

“‘春班’开锣，座无虚席。演出时，用手机拍摄的

青年人多过老戏迷，谢幕后，不少孩子登台合影，还想

跟着我们学戏。”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粤剧院党委书

记、院长曾小敏告诉记者，她刚刚结束在广西北海市

合浦县山口镇的“春班”演出，一连 5 晚，场场爆满，演

员和观众都意犹未尽。

“过去，剧场空间有限、戏迷年龄偏大。如今，线

上线下、海内海外，越来越多人爱上粤剧等传统戏曲，

主动推广戏曲艺术，这些变化都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

生动写照。”曾小敏委员说。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实施了各类戏曲扶持项

目，给了我们干事创业的底气。相关文化产品销售火

热，为传统戏曲焕发活力、破圈融合创造了契机。”曾小

敏委员认为，文化自信让精神沃土更加丰厚，让传统文

化产业开花结果。

从 90 岁老戏迷到“90 后”新粉丝，从传统戏曲演

出到戏曲电影推广，传统艺术何以不断创新、赢得

大众青睐？曾小敏委员认为，不断学习和创新是重

要秘诀。“这几年《白蛇传·情》《谯国夫人》等戏曲电

影，以新技术、新手段给新老观众带来全新体验，实

现票房和口碑双丰收，这表明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既具有强大生命力，也能带来强劲消费力。”曾小敏

委员说。

曾小敏委员观察到，短视频正让戏曲跨界破圈、

“出海”圈粉。借助短视频平台，戏曲吸引了众多海内

外观众，戏曲直播打破了戏曲与观众之间的时空界

限。所有创新性传播与合理性探索都是戏曲发展的

“种子”，值得关注和呵护。曾小敏委员表示：“戏曲电

影工业化制作、数字博物馆建设、文创产业链开发等，

都是文化产业‘硬实力’的体现。现代科技手段也可

以为传统艺术注入更多活力，让优秀传统文化绽放新

的精彩。”

李发权代表——

基层治理提升成效
本报记者 梁 睿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全国人大代

表、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新安源村党总支书记李发权

说，基层乡村治理发生了很多积极变化，大家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实了。

李发权代表认为，提升基层治理成效，不能让群

众主体作用缺位。近年来，休宁县着力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休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把全县乡村社区划分成 317 个网格和 3800 余个微网

格，打造了“讲道理”“解忧茶馆”“握手言和”“夜巡+

夜访+夜话”等一批基层治理特色品牌，广大网格员

进村入户、走街串巷，让矛盾纠纷发现在基层、化解

在萌芽，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立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

难，用心用情织出了基层治理服务网，让群众的呼

声有人听、建议有处提、事情有地办，有效推动了城

乡精细化治理。

“正是有细如神经末梢的微网格，才能让基层社

会治理变得更加有效。”李发权代表介绍，2024 年 6 月

下旬，休宁县遭遇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侵袭，受灾

乡镇的网格员迅速响应，挨家挨户组织撤离避险，紧

急转移安置了 3 万余人。广大党员干部和网格员随

后又迅速投入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等工作，老兵应急

救援队、山越救援队等各类社会组织也自发加入，休

宁县 2 万余名党员干部连续 20 个昼夜奋战在一线，为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起了坚固防线。

“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基层治理才能和谐有序。”

李发权代表表示，做好基层社会治理，要着眼于服务

人民群众，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引导群众参与基层社

会治理，通过党支部带领其他组织、党员带动群众的

形式，夯实群众有序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及星海半岛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游客在天津古文化街

游览。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