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2024.1.23 星期二
责编：王娟 美编：江佳锳 组版：郝莎莎

江苏六位人大代表接受集中采访

来自基层一线的履职成果沉甸甸

省人大代表邓清之:
现场晒“龙凤呈祥”图,呼

吁培养更多年轻非遗传承人

“马上就是龙年了，作为一名来自
一线的手艺人，我带来了一幅非遗传
承人和大学生共同雕刻的‘龙凤呈祥’
图。”省人大代表，金陵刻经处高级刻
字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邓清之现场展示了“龙凤呈祥”
图，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这幅图的图案，由金陵刻经处与
中国药科大学联合创办的中国雕版印
刷传承基地的学生设计，凤凰的头部由
我的师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萌青雕
刻。”邓清之介绍，图案上除了龙和凤，
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是非遗文
化和中医药文化融合的缩影。

“让非遗‘活下来’，关键要有传承
人。”邓清之说，她和她的师父徒弟
们，在孜孜不倦地修补旧藏，雕刻新
版。如今，邓清之带了 3 名 90 后徒
弟，有的已经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非遗传承需要更多年轻的
力量，建议创造更好的非遗传承环境
和传习氛围，让更多人愿意加入到传
承非遗的队伍中来，让大家更有认同
感、自豪感。”

省人大代表周磊:
办“吐槽大会”，解决村

民的急难愁盼

“我在村里领头种植碧根果，带领
村民增收，村民都亲切地叫我‘碧根果
书记’。”省人大代表，宿迁市泗洪县
上塘镇垫湖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
周磊，是六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在浓重的宿迁口音里，能够听出这位
90后村书记的踏实和拼劲。

扎根基层10多年，周磊逐渐成长
为村子里发展的“主心骨”。他始终把
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村民过上好日子作
为最重要的工作。采访现场，周磊也晒
出了村子发展的“成绩单”：碧根果亩均
年收入超5000元，农产品深加工、服装
生产、机械制造等8个工业企业落户，
320余名村民家门口实现就业，2023年
村集体经济达到350万元。

“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周
磊积极创新群众意见收集渠道，组织
村民代表定期开展“党群建言献策”

“群众吐槽会”活动，这也帮助他及时
听取群众心声，高效解决大家的急难
愁盼。今年，他带来的是关于进一步
完善村居居家养老体系建设的建议。

省人大代表戴飞:
跨界变身“新农人”,让老

滋味的螃蟹回来了

“我来自农村，在太湖边长大，对
农村有着特殊的情怀。”省人大代表、
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飞说，农业领域是大有可为的。
在创业的9年里，她不断学习，用现代
农业的思维去思考，用现代新农人的
思维，把工业化的思维、标准化的管理
理念，引入到农业范畴中去，目标是开
启一条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养殖
模式。

让戴飞深受感动的是，出口销售
的螃蟹受到不少好评。比如，有一名
华侨曾在客户端留言说，感谢精心选
育品种，让他找回了20世纪 90年代
的螃蟹味道，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戴飞表示，未来将着力培育更多
高品质的农产品，创造更多高利润、高
回报的养殖模式。“希望更多有知识、
有想法、有抱负的年轻人，加入到现代
农业中来，扎根基层，扎根一线。”

省人大代表陈文源:
通过调研积极为江苏经

济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的掌舵人，
省人大代表、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文源，重点关注科
技创新、经济发展的相关话题。

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归国科技人才
创业成功的半导体设备生产企业，
2022年产值突破20亿元。作为来自
科技领域的人大代表，陈文源说，未来
他将“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做好企
业，当好代表，继续在科技创新方面真
抓实干，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产业链企
业共同发展。

“作为省人大代表，通过自身对行
业的调研，积极为江苏经济发展建言
献策是我们的职责。”2023年 11月，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人大代表
经济运行观察点，陈文源也是其中一
员。“新的一年，我会继续认真参与学

习实践活动、深入调研了解实情、做好
人民的代表，为推动江苏省高质量发
展做出更多努力。”

省人大代表杨凤辉:
争做新时代“大先生”,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

“那个小个儿湘妹子，真是太拼
了！”这是熟悉省人大代表、泰州市姜
堰区励才实验学校常务副校长杨凤辉
的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玩笑话。
20多年的教育实践，杨凤辉始终着眼
师生幸福感、获得感、成就感，积极为
教育发声，为师生代言。

杨凤辉认为，自身认真学习、扎实
做事、善于发声的行为示范，是引导学
生健康成长、成人成才的不二法门，也
是争做新时代“大先生”的必由之路。
在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校本实践中，
杨凤辉带领团队开发小初贯通的系列
特色创新课程，取得显著成效。

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杨凤辉
认为，培养“龙头”在高等教育，“基
点”却在基础教育。具体如何做？她
们做了四点积极探索，包括用高眼界，
培养创新人才；用准眼力，贯通一体培
养；用远眼光，专家引领生长；用暖眼
神，催生创新能力。

省人大代表计亚春:
搭建沟通桥梁,为更多中

小企业发展贡献力量

省人大代表，盐城东山精密产业
园党委书记、管委会主席计亚春说，
2023年是他成为省人大代表的第一
年，也是践行代表初心使命，坚守责任
担当、感恩奋进的一年。

履职这一年，计亚春重点关注、积
极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及中小企业发
展，帮助企业分析创新转型举措，助力
产业升级。

“作为代表，我将继续推动上下游
企业在经营上向‘专精特新’方向发
展，努力搭建企业、政府、科研院所之
间的沟通桥梁，为更多中小企业发展
提供‘代表力量’。”计亚春说，他还将
继续大力推动所在企业创新升级，落
实安全发展，加强环保意识，维护职工
合法利益，履行社会责任担当，积极参
与公益事业，将企业做大做强，为全省
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江苏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夕，1月22日，省
人大常委会邀请六位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接受媒体集中采访。他们在科技、教
育、农业、社会治理等领域积极履职担当作为,真诚为民办实事。现场，他们用一
个个有温度的故事，畅谈履职心声和感受，在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
新篇章中，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履职足迹，也收获了沉甸甸的履职成果。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红艳 卢河燕 杜雪迎/文 顾炜 刘畅/摄

邓清之

省政协委员施夏明建议:

利用戏曲艺术为旅游赋能
开发文化深度游

最近，哈尔滨旅游爆红，
各地文旅局再次开启花式整
活。江苏如何打造属于自己
的文旅IP？在2024年江苏省
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委员、江
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
夏明带来了两份建议，为打造
江苏文旅爆款支招。

施夏明说，江苏是文化与
艺术大省，以南京为例，南京
的文化艺术资源极为丰厚，众
多艺术门类、戏曲院团扎根于
此，“利用戏曲艺术为旅游赋
能,开发文化深度游，将口碑
名气转化为旅游收益是南京
乃至江苏旅游业态发展可探
索的新方向。”

施夏明建议，由省市两级
文旅主管部门牵头，以南京作
为试点城市，按照大型开放式
演出场地、明清老戏台和可路
演历史遗迹三种类型，盘点合
适的演出场所，充分利用本地
丰富的戏曲艺术资源，创作城
市特色戏曲类通俗旅游演出，
打造城市文化艺术名片，促进
本地旅游的纵深化发展，提升
旅游收益性价比。

同时，可以参考桂林、杭
州等老牌旅游城市已有的经
验,开发旅游演出，如打造文

化名片类大型演出，利用玄武
湖、中山陵音乐台等既有大型
开放式演出场地，与日间游览
接轨，打造戏曲风大型晚间旅
游演出。再如固定点小型路
演，利用老门东等旅游景点和
文化街区的老戏台，进行街头
传统戏曲类演出，拉长游客停
留时间，使打卡游转变为深度
游。此外，实景游戏类演出可
利用明孝陵、明故宫、明城墙
等明代历史遗迹，打造南京独
属戏曲类IP，设定游览线路。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经纬/文 顾闻/摄

省政协委员周长芝:

调研走访养老机构300多位老人
只为守护幸福“夕阳红”

让老年人享有幸福美满
的晚年，既是“家事”，更是“国
事”。对于江苏省政协委员、
徐州幸福园普惠养老服务中
心院长周长芝来说，“养老”始
终是她最为关注的话题。

2011年至今，周长芝开办
了5家养老机构，目前这5家
提档升级整合为 2家养老机
构，先后收住照护各类老人
1000多人次，帮扶10000多人
次老弱病残，为16位抗战老
兵、26位孤寡老人提供免费入
住，为156位“三无”老人、贫困
老人和残疾人累计减免费用
100多万元。长期在养老服务
一线，周长芝时刻心系老人。
去年江苏省两会上，她提出的
建议，比如多角度实现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提升的建议等已立
案，并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推
进落实,惠及万千家庭。

这一年来，周长芝初心不
改，做广大老年人的知心人、
代言人和服务者。她调研走
访了 30 多家养老机构，300
多位老人，记录养老热点难点
堵点问题，能帮助解决的就解
决，不能解决的积极向上级反
映，把老人们的心声带上来。

周长芝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通过走访基层养老院，今
年她带来了关于在全社会开

展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建
议。要传助老之情，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报道全
社会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正能
量；要树敬老之心，提倡全社
会尊重老人，饮水思源，让父
母和老人感受到晚辈的孝心
和敬意；要奉献孝老之意，全
社会广泛开展为老年人办实
事献爱心活动，组织开展节日
走访慰问养老院送温暖活动，
热心为老年人解决实际困
难。“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共同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
晚年，让‘老有所养’像阳光
普照每一位长者。”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徐苏宁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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