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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她，年近九旬，亲历新中国 70 年光荣与梦想，
在时代变迁中一次次投入新的奋斗。

他们，身为“95 后”，乘着改革开放东风成长，
在新时代无限可能的大舞台中创新逐梦。

她和他们，虽年龄相差 60 多岁，但都有一个
共同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反映人民意愿，汇聚
人民力量，一棒接着一棒为梦想而奔跑。

新华社记者日前采访了前来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二次会议的申纪兰、徐萍、邹彬三位代表。

齐耳短发，深蓝上衣，黑色平底鞋。3 月 5 日
上午，申纪兰又一次步入人民大会堂。

从 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她参
加了历届历次全国人代会。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5 周年之际再逢盛
会，申纪兰格外激动。

这次来开会，申纪兰从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
坐 1 小时汽车到长治市，再坐 1 个多小时飞机便
到了北京。

不少人听说过 1954 年申纪兰骑着毛驴出发
去开会的故事。其实，那时太行山深处的交通状况
让她连毛驴都没敢骑。

“路上都是羊肠小道，两边的沟很深，我没骑
过，怕毛驴把我摔下山，去不成北京了。”申纪兰拉
着毛驴走了 7 小时才到长治市，几经周转，一共花
了 4 天才到北京。

“翻天覆地”——— 这是亲历新旧两个社会的申
纪兰最深感受：

新中国成立前的西沟村山光秃秃的，沟里满
是石头，“金、木、水、火、土，什么也没有”“饿死都
没人管，还得交粮纳税”，村里妇女一辈子围着碾
台、炕台、锅台转。

如今西沟村山上种满了树，建起了森林公园。
人均纯收入去年近万元，很多人家住进了两层小
楼。“农民吃得好穿得好，看病有了新农合”“不交
粮纳税，还有补贴和低保”……

“旧社会农民被压在社会最底层，活不成人
样。在共产党领导下世道变了，人民当家作主了。”
她的话，发自肺腑。

70 年沧桑巨变，无论是全程亲历还是经历片
段，都感同身受。

每当行走在城市，看见一栋栋高楼大厦和一
个个住宅小区，“95 后”邹彬特自豪：这些大都是
我们农民工亲手建起来的。

砌墙是在中建五局工作的邹彬的本行，旁人
看来枯燥乏味的工作，他却能做到出彩：2015 年，
20 岁的他在巴西圣保罗获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
砌筑项目优胜奖，实现了中国在砌筑组零的突破。

不仅赶上了崇尚技能、尊重工匠的时代，邹彬
还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他的很多同事，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前往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埃及
等国，建设住房、基础设施等近 40 个项目，中建五
局海外市场营业额已达 300 多亿元。

变化，不仅在物质层面。
“95 后”徐萍在成都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工作，

她从 2016 年开始组织“经典艺术名家讲坛”，邀请
文学、音乐、美术等名家，免费面向基层群众谈艺
论道，至今已进行了 55 场。

从一开始每场报名 300 人左右，到如今突破
4000 人，听众热情越来越高，有远在大凉山甚至
外省的群众专程赶来听讲。

“开始担心曲高和寡，没想到大受欢迎。新时
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强。”徐萍说，现

在市民休闲已经从原来听广播、看电视，发展到
看展览、听音乐会。

“我文化不高，你们大学生能有大作为，我
就在我的范围里发发光。”申纪兰很谦虚。

但在徐萍眼里，申纪兰在新中国成立后争
取男女同工同酬、多产粮食，改革开放后兴办乡
镇企业、带大家致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关停污染
企业、发展旅游业的奋斗经历，一辈子坚持“不
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
作关系、不脱离劳动”的人生境界，都让她由衷
地钦佩。

徐萍来自四川省青川县木鱼镇，上初一时，
汶川地震夺走了她多位亲友的生命。

“我们当地有句话，‘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
的困难能战胜’。”徐萍说，党和政府调动了全国
力量帮助我们，社会各界主动支持，感觉有一种
强大的力量在推着自己往前走。

徐萍受到一对来自浙江温岭夫妇的帮助。
他们不仅连续 3 年资助她生活费，还带她去浙
江玩，让她长见识。

独特的经历，让徐萍懂得了珍惜、感受到相互
帮助的力量。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文化传播行

业，想把温暖和正能量传递给更多人。办讲座工作
繁琐，她拼尽全力，被同事们称为“拼命三娘”。

“因为热爱，因为想回馈，总有使不完的劲
儿。”徐萍说。

内秀的邹彬，则是另一种努力。
黝黑的皮肤，瘦瘦的身材，话不到两句就红

了脸——— 邹彬时常沉浸在与砖瓦的“对话”中，
甚至说起其他事情都会拿砌墙来比喻。

邹彬 16岁外出打工，在工地搬砖头、和灰浆。
有一次，一位老师傅回到工地，发现自己未砌完的
墙高出了 1米多，而且质量很不错，原来是邹彬的
“杰作”。从此，他便与泥瓦刀结下了不解之缘。

有时，为砌好一面墙，邹彬会反复推倒重来
多次。看到好“作品”，就主动上门请教，甚至绘
成草图带回家反复研究、琢磨。

“我走哪都爱看建筑，出国比赛看了不少建
筑，那不只是建筑，更是艺术。”邹彬感到，自己

不是打工而是创作。初中毕业的他恶补理论知
识，学看图、测算，一心想达到“很高的创作水
准”。

“能达到申代表那种状态和境界，一定是有
坚定信仰的。老一辈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让我们
看到信仰的力量。我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努力发好光。”邹彬说。

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一场接力赛，每个人
都是追梦人。

“我今年想去学校进修，系统学习理论知
识，更好提升自己的技能。”虽然早已掌握一门
好手艺，邹彬却给自己提出更高目标。

“我从农民工中来，每天都在和新生代农民
工打交道。他们里面有很多有才华的人，需要发
挥才干的机会，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更多的关
心。”邹彬说，只有打造出高素质产业工人大军
才能建成现代化强国，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及其
子女顺利融入城市生活才能促进社会和谐。

邹彬今年带来了两项建议，一项是加强新
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一项是完善海外项目员
工医疗保障制度。“今后我打算抽出更多时间去
找农民工兄弟调研，充分反映新生代农民工意
见需求，帮大家解决痛点，实现期盼。”

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人民代表肩负重任。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申纪

兰在山西代表团审议时说，65 年来我提的建
议，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有涉及群众身边
的小事，很多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兴修公路、发展水利，保护耕地、植树造林，
脱贫攻坚、发展教育，申纪兰把农民群众的心声
持续反映出来，推动农民群众生活实实在在改
变。今年，她的关注点在建设美丽乡村和发展特
色产业助力脱贫上。

“我一离开土地、离开群众，就浑身没劲儿
了；一回到土地、来到群众中间，就心明眼亮，浑
身有力量。”申纪兰曾这样说。

早到安享晚年年纪的申纪兰坚持生活在村
里，每天忙里忙外不歇息：“我们西沟村要建设
美丽乡村”“我得天天瞧新闻”“我得收集老百姓
的意见建议”“我得在西沟展览馆讲党课”……

而年轻一代也在迅速成长。
“职责好重呀，要多听多看多调研多思考。”

徐萍说，她去年 1 月 30 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一个多月后就来北京开会，当时觉得有太多新
东西要学。

过去一年，她把调研和学习放在第一位，参
加了各级人大、妇联组织的多次培训，走进十几
个社区的“妇女之家”，深入了解妇女在就业、权益
保护、心理疏导等方面的需求。此外，她还立足本
职工作，对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进行广泛调研。

今年两会，徐萍感觉自己履职心里更有底
了。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她积极发言，对如
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出建议。

“身边的文化最为群众喜闻乐见，要重视挖
掘吃透我们自身厚重历史和丰富民俗。”她建议
采取激励措施，把基层文化单位运行成本降下
来，鼓励他们立足当地文化传统和百姓需求创
新创造，让更多群众享受更好的精神文化生活。

回首来路，筚路蓝缕。放眼未来，充满希望。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希望年轻人继续艰

苦奋斗，一代接着一代为中国梦努力。”申纪兰
这样寄语后来人。

(记者刘铮、张辛欣、潘洁、孙亮全、阳建)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向着梦想接力：“90 岁”与“95 后”代表的“对话”

申纪兰

“翻天覆地”是亲历新
旧两个社会的申纪兰最深
感受。“旧社会农民被压在
社会最底层，活不成人样。
在共产党领导下世道变
了，人民当家作主了。”

徐萍

汶川地震夺走了徐萍
多位亲友的生命。独特的
经历，让徐萍懂得了珍惜、
感受到相互帮助的力量。
“因为热爱，因为想回馈，
总有使不完的劲儿。”

面庞黑红，眯眼微笑，身材壮实……见到全
国政协委员廷·巴特尔时，他正给媒体记者展示
手机里的照片。只见近年的草原天蓝水碧、牧草
过膝；而多年前的草原植被稀疏，沙尘弥漫。

“是不是变化很大？”他自豪地说。

廷·巴特尔，蒙古族，父亲廷懋是新中国
授予的内蒙古最早的 4 名少将之一。

1974 年，19 岁的他作为下乡插队知青，来
到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
雅嘎查当了牧民。学打草、放羊、种树、开拖拉机，
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上世纪 80 年代，位于浑善达克沙地西北边
缘的萨如拉图雅嘎查，牧民大量增加牲畜头

数，草场放牧过度，草原退化加速。不少人为
了躲避沙地举家迁徙。

“得赶快想办法，不然人就没法生存了。”廷·
巴特尔狠心卖掉了自家的 60 只羊，妻子流着泪，
跟着他买回铁丝网，圈起 300 多亩草场封养育草。

善待自然，大自然就会给你应有的馈赠。

第二年他收获了 9 马车草，相当于其他牧民
1000 亩草场的打草量。于是，牧民们纷纷效仿

他开始围封草场、划区轮牧。

草一点点长起来，沙也一点点退去。廷·巴特
尔又带领牧民“以牛换羊”，搞鲜奶和风干肉加工、
民俗旅游、生态养鱼……“现在我们已经成了远近
有名的‘生态村’，牧民平均纯收入起码是 10 万元，
多的能到四五十万元。”廷·巴特尔说。

“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并不在于当多大的
官、出多大的名，而在于你的心态和价值追求。”

廷·巴特尔坦言，“从来到草原的那一天起，就
爱上了草原。我所做的只是顺应自然，是草原
给了我们富足生活，牧民就是草原的儿子。”

当年下乡的 60 多位知青，除了廷·巴特
尔，全都离开了。家族的亲人，也都在北京、呼
和浩特等城市。这些年来，廷·巴特尔多次放弃
了回城的机会，始终扎根草原，不曾离开。

“我就想实实在在为草原、为牧民做些事

情。”面对“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等诸多荣誉，廷·巴特尔说，自己最在
意、最舒服的身份就是牧民。

他饶有兴致地给记者展示了在自家牧场
里拍摄的各种野生动植物。“过去每年都有
几十只天鹅来这里，但这两年越来越少，尤
其今年，只来了几只。不过这是好事。党的
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加强，河湖治
理得越来越好，不光牧民深有感受，天鹅也
都感觉到了变化，都飞去大湖泊，不来我家
的小河沟了。”廷·巴特尔笑着说。

(记者姜琳、黄小希)
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电

廷·巴特尔：从“将门之子”到“草原之子”

话变迁

发展成就连着你和我

话奋斗

时代变化奋斗姿态如一

话梦想

新征程再谱新篇章

邹彬
“我从农民工中来，每天都在和新生代农民工

打交道。他们里面有很多有才华的人，需要发挥才
干的机会，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更多的关心。”

▲

徐萍（右）在四川省成都市“第二届公共文化服务超市”上
（ 2018 年 11 月摄）。 新华社发

邹彬在给工友“打样”(2018 年 2 月 8 日摄)。

新华社发
 1 月 22 日，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申纪兰（左）和村民交流。

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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