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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碧灵委员——
为生态环保屡献良策

宽阔的水面上，江豚畅游嬉戏，
它们时而结伴跃出水面，时而追逐潜
入水中……去年底，全国政协委员潘
碧灵在湖南省岳阳市调研洞庭湖生态
疏浚项目时，又一次看到了江豚活泼
的身影，“这些‘微笑天使’在水中
逐浪，尽显生态之美。”潘碧灵欣喜
地说。

潘碧灵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
进湖南省委会主委、湘潭大学校长，
在生态环境领域工作了十多年。自
2008 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他
所提的提案大都涉及生态环保领域，
为生态环保屡献良策，不少提案都得
到了及时反馈和落实。

“紧密围绕业务工作履职，往往
可以事半功倍。”这是潘碧灵履职实
践中的最深感触。

在潘碧灵看来，持续关注和跟踪
一个问题非常重要。2011 年，他第
一次在提案中提出了关于生态补偿的
建议。此后，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
断深化，多年来，持续建议建立湿地
生态补偿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生
态保护补偿加速推进，初步建成了符
合中国国情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
系，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潘碧灵“鼓
与呼”数年的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
的提案“落地开花”。

“国家层面已确定建立湿地生态
补偿机制，但具体要怎么建？”在
2020 年两会上，潘碧灵再次提交相
关提案，提出在洞庭湖区建立湿地补
偿机制。“这既是对洞庭湖湿地为维
护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的一种奖励和补
偿，也将对修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起
到促进作用。”

潘碧灵进一步提出，生态环境治
理不能“各扫自家门前雪”，要推动
洞庭湖周边省份出台排放标准和管控
规范，强化畜禽粪污、水产养殖尾水
污染治理；协调组织长江流域上下游
各省份共同采取措施深入推进总磷
削减攻坚战，严控含磷洗涤用品；
建立定期省际调度会商机制，指导
各省份从法律、政策、标准、技术
等方面开展交流对接，建立流域横
向生态补偿机制。

“要保证提案的质量，就得坚持
深入调研。”潘碧灵深有感触地说。5
年来，潘碧灵先后参加全国政协开展
的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国家生态文
明示范区建设、中华传统文化“进课
本、进课堂、进校园”等 10 次专题
调研，足迹遍布云南、四川、海南、
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宁夏等
地，一本本厚厚的调研考察手记，记
录着他的奔忙与投入。

潘碧灵记得，2019 年 3 月 3 日，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委员
通道”上，他讲述了江豚腾出水面的
壮观场景，“我当时说，‘这从侧面反
映出长江流域水质已经得到了很好改
善’，这样生动的描述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2019年，他撰写的 《系统推
进长江经济带大保护的调查和思考》
被评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
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
建言献策优秀成果。

今年初，潘碧灵获评 2022 年度
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从业务
工作出发，依托领域资源，可以获取
更多信息资料，更有条件深入调查研
究，从而确保建言高质量；履好职又
可以推动做好本职工作，当建议得到
采纳和落实，会对生态环保事业产生
正向推动力，从而实现双赢。”潘碧
灵说。

今年两会即将召开，潘碧灵最关
注的还是生态环保问题，将针对系
统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长江流域水
资源保障、长江水生态保护等话题
提交提案。

李丰代表——
关注的都是基层群众的身边事

“我是一名来自基层的人大代
表 ， 关 注 的 都 是 基 层 群 众 的 身 边
事。”上海熊猫机械 （集团） 有限公
司采购经理李丰再次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这让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过去5年里，李丰提交了10余份
建议，内容涉及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会
保障、困境儿童保障、老旧小区改造
等民生话题。

李丰来自于基层一线，“我自己
就是来沪打工的，在 21 岁时当上了
一名卡车司机，通过不断学习培训，
晋升为公司采购经理，现在成为了
一名业务骨干。”李丰自豪地说，他
还曾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农民工先进
个人。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头两年里，
李丰连续呼吁推进困境儿童保障机制
建设。“这个建议来自于生活，我有
个爱好——骑自行车，也结交了很多
骑友，从中发现不少人正为‘自己在

上海打工，孩子却不能带在身边’而
烦恼。”

对此，经过深入调研，李丰呼吁
进一步完善困境儿童保障制度，建立
困境儿童发现机制。连续两年就这个
话题提交建议后，李丰发现，从中央
到地方，针对困境儿童，有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和政策支持。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最重要的
是要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李丰
说，自己在基层工作，发现的困难和
问题往往都是农民工等群体普遍遇
到的，基层群众对国家一些政策可
能不太了解，或者不知道如何反映
意见，这就需要人大代表去发现和
呼吁。

这两年，李丰又重点关注新就业
群体的权益保护。“我发现，一些新
类型的就业岗位，比如外卖员、快递

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等行业人
员，就业期限与形式灵活，岗位和人
员流动性大，部分人没有渠道缴纳社
保。”对此，他提出利用区块链技术
解决流动劳务人员的社会福利保障问
题的建议。此外，李丰还和其他代表
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对进一步规范
外包类灵活用工模式提升就业质量的
建议”，就进一步健全劳务外包法
规、畅通维权解纷渠道、强化监管责
任落实建言发声。

“我现在走在公司里，不少人会
直接喊我‘李代表’，一些在其他企
业工作，和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也会
特地打电话来找我反映情况。”李丰
说，“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当好桥梁
和纽带，我就觉得自己这个代表没有
白当。今年，我还会继续将群众的心
声带到两会上。”

王静委员——
建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今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法正式实施，令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
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静欣喜的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食
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快
速检测结果可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
写入法律里。

在这背后，王静不仅作为科学家
为此提供技术支持，也作为政协委员
推动了溯源体系建设、承诺达标合格
证制度化、快速检测的应用等。

那么，什么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快速检测呢？2021年7月，在全国政

协“推进重点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体系建设先行先试”提案办理协商
会上，王静现场做了一个小实验。

“我当时是将两杯茶水中的一杯
添加了3种农药，然后用两个滴管分
别取茶水样品滴入 6 孔样品池中各 5
滴，再分别放入有条形码的不同农
药 残 留 检 测 胶 体 金 免 疫 层 析 试 纸
条，5 分钟后，将试纸条放在 6 通
道的阵列托盘上，用安装有小程序
的智能手机拍照上传图片，很快，
手机上就显示出了检测结果：3 份
阳性，3 份阴性。”王静回忆说，整
个过程加上泡茶的时间，还不到 10
分钟。

这一快检技术源于王静带领团队
经过十余年的攻关，研发出“基于胶
体金试纸条及移动终端的食品安全和
体 外 诊 断 智 能 图 像 识 别 技 术 和 系

统”，用试剂条结合微信小程序检测
农药残留，技术全球领先。

王静说，“2022 年，我们团队研
发的技术已实现了居家检和田间地头
随时检，为发挥委员示范作用及提高
履职成效打下了基础，也为农产品质
量安全保障提供了科技支撑。”

作为长期从事农产品质量研究的
科学家，王静在提案中关注的话题，
大多涉及到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基
石，建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019 年，她参与 《关于推进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提案》，建
议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让
消费者参与监督。

成为政协委员以来，王静的切身
感受是，自己认真提出的提案，件件
有落实，事事有回音。正因如此，她
更加积极地参加实地调研，并在今年
初获评 2022 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
履职奖。对此，王静谦虚地说：“我
只是专心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专心
做科研，一件是专心做委员，我所
坚持的，是‘路至山水沃土，书及
国计民生’。”

今年两会，王静还将继续围绕农
产品质量安全话题提交提案，“就在
去年 12 月下旬，我们还赶到海南进
行现场驻点调研，这次，我将就建立
农药登记绿色通道、加快制定小宗作
物农残限量标准等问题建言献策。”

杨昌芹代表——
用非遗竹编编织美丽乡村

5 年前的 2018 年 3 月 5 日上午，
全国人大代表、来自贵州省赤水市的
苗族姑娘杨昌芹以一身苗族盛装出现
在两会的“代表通道”上，当时她手
里拿的，是手工制作的竹编水杯，热
情地向大家介绍家乡的传统工艺。

“竹编是我热爱的事业，我要用它编
织出乡亲们的小康之路。”杨昌芹说。

身为一名 90 后，杨昌芹是贵州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水竹编”传
承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她从
自己的经历出发，一直关注促进非遗
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杨昌芹从小就有个犟脾气，2007
年从印江民族职业技术学校幼师专业
毕业后，她接触到了竹编。看着一根
根竹子在经历刮青、破竹、起篾、染
色、煮篾、拉丝、编制等工序后，成
为精美的竹编工艺产品，杨昌芹很感
兴趣，于是投身到这一行。十余载春
秋交替，她见证了赤水百姓种竹、用
竹、卖竹，见证了漫山翠竹逐渐成为
富民强市的产业，见证了蕴藏万亩
竹林的自然宝库逐渐成为“生态宝
藏”，也见证了自己手上的水泡磨破
变成血泡、血泡磨破变成伤疤。凭
借这股韧劲，杨昌芹成长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推出了竹丝
扣瓷、竹编书画、竹编灯饰、竹编
提包、竹编配饰、竹家具等各具特
色的创意产品。

“竹编作为非遗项目，既是文化
也是产业。”杨昌芹说。她相信，有
了致富的本领，竹乡的乡亲们必能依
靠自己的双手脱贫致富，走上共同富
裕的道路。

2012 年，杨昌芹成立了牵手竹
艺公司，“我给公司取这个名字，寓
意就是要牵手更多人，努力发展竹
编技艺。”杨昌芹说，“我的目标
是，通过将竹编产业化、品牌化，
用 市 场 养 活 竹 编 ， 用 文 化 提 升 市
场，让竹编惠及更多群众，用非遗
竹编编织美丽乡村。”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杨昌芹
以带动群众就业、解决群众所需所想
为目标，带动上下游近万人从事竹编
相关产业。2021 年，杨昌芹的公司
产值超过 1000 万元，拥有 34 项注册
商标，12 项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被
列入国家级扶贫产品。

随着赤水竹编的市场大门越开越
大，村里的竹编手艺人也逐步多了起
来。杨昌芹表示，“通过学习竹编工
艺，以前的‘留守妇女’变成上班
族，每个月不仅有 4000 元左右的收
入，还能兼顾家庭，收入提高了，好
日子有了盼头。”

杨昌芹还一直关注非遗传承和发
展，所提的建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
关注。令杨昌芹鼓舞的是，去年，
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起“以
竹代塑”倡议，“这对包括竹编在内
的非遗保护和传承，是一大利好，”
杨昌芹认为，目前许多独具特色的
传统技艺 以 及 产 品 还 没 有 形 成 品
牌，缺乏规模效应。“传统手工艺
要 想 得 到 更 好 的 发 展 和 传 承 ， 就
要 开 发 出 更 多 适 合 生 活 应 用 场 景
的产品。”

“今年两会，我还会带一些竹编
工艺品上会，继续就做好非遗传承提
出建议。”杨昌芹说，她认为，应该
通过产业基地的建立，整合技术资
源 ， 完 善 培 训 体 系 ， 打 通 产 销 渠
道，塑造文创品牌，开拓出更大市
场，让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更好地
融合发展。

田间地头察民情 建言资政解民忧

听代表委员讲述履职故事听代表委员讲述履职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聚焦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关注基层群众

的身边事、建言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着眼

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一年来，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走进田间地头体察民情，

用心用情关注民生所需，通过实地调研，以

一份份扎扎实实的建议和提案，建言资政解

民忧，交出了精彩的履职答卷。

全国两会即将召开。近日，本报采访了

四位代表委员，听他们讲述深入一线调研的

履职故事。

杨昌芹杨昌芹

潘碧灵潘碧灵

李丰李丰李丰

王静王静

春天的中国春天的中国，，生机盎然生机盎然。。图为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油菜花盛开图为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油菜花盛开，，动车组列车在花海中穿行动车组列车在花海中穿行。。 刘学懿刘学懿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