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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牛少杰、宋晓东)在一块半米见
方的素纱上，一朵荷花悄然盛开在莲叶旁，花瓣色彩自
然、莲叶光影变幻……程芳一亮出汴绣，围坐观赏的代表
们就啧啧赞叹。

今年 45 岁的程芳，是河南省开封市汴绣研究所工艺
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去年两会上，不少代表跟程芳说
想欣赏一下汴绣，她今年特地带来了几件作品，“让大家
多看看汴绣的美，为传统文化技艺多多宣传。”程芳自豪
地说。

“汴绣源于北宋，是指古都开封及周边的手工刺绣工
艺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说起汴绣，程芳如数家
珍。19 岁从中专刺绣专业毕业后，程芳就进入汴绣厂成
为一名绣娘。“小时候我就喜欢做手工，第一次看到汴绣
时就被它吸引住了，真是太美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刺
绣专业。”程芳说。

学绣先学画，在学校的 3 年，程芳先学习工美，熟悉
色彩；再学绣工，练习技艺。学习中，程芳不仅享受着汴绣
的美，也慢慢领略到刺绣技艺的不少神奇之处，比如绣线
穿过大蒜后会更加柔韧，起到防腐防蛀作用，这也是一些
作品历经千年风采依旧的原因。“汴绣这样的传统技艺凝
结着中国人民千百年的智慧。”程芳说。

以针为笔、抽丝为墨，程芳拈起绣针，一干就是 26
年，参与了不少“大制作”。在河南代表团驻地，餐厅里的

《仙鹤图》、会议室里长约 10 米、高约 3 米的巨型汴绣《巍
巍嵩岳垂古今》都出自开封市汴绣研究所。程芳参与绣制
的《少林寺武僧图》还被当作国礼送给外国友人。这两年，
随着汴绣产业的发展，这种曾经被认为是“宫廷作品”的
传统艺术，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现在制作很多家
装用的小幅汴绣，精致美观而且价格不贵，十分受欢迎。”
程芳说。

随着汴绣日益受欢迎，厂里的订单不断增加，程芳既
高兴，又担心后继无人、传承乏力。程芳说，最近几年一直
没有年轻的绣娘加入，很多年轻人不太愿意学习汴绣，感
觉枯燥无趣又很辛苦，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我们一定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
汴绣，不能让宝贵的文化遗产被时间遗忘。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程芳加大了对以汴绣为代表
的传统手工技艺的调研，今年她提出了推进传统手工技
艺传承和发展的建议，包括文化梳理、融合创新、扩大宣
传等多个方面。“东西再好也不能总在云端，不接地气，不
推陈出新怎么可能焕发生机？我们也在创新发展，现在只
要有图样就能绣出来。”程芳拿出手机展示绣娘们创作的
一幅幅“现代汴绣”，还包括汴绣版梵高的《星空》。

现在，程芳经常带着汴绣走进中小学和高校，讲述这
门传承了千年的手艺。“我只想做好汴绣这一件事，把这
项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给‘过去’一个未来。”程芳
说。

勿 让 遗 产 被 遗 忘

女代表程芳的汴绣传承梦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王
沁鸥)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
上，一批西藏女性人大代表
带着高原人民的重托从雪域
走来。她们如盛开的雪莲，展
现了新时代西藏女性的风
采。

从第一次担任村干部，
到担起全国人大代表的重
责，56 岁的格桑卓嘎为群众
奔忙的脚步从未停歇。

“我母亲民主改革以前
是农奴。”1962 年出生于拉
萨的格桑卓嘎感慨道，她从
小便听家中长辈回忆旧西藏
的往事。“如今，我们能受教
育，能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母亲一直说，我应该珍惜现
在的机会。”

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
代表，格桑卓嘎倍感珍惜。她
说，自己提过的建议，桩桩件
件都经过了细致调研，桩桩
件件都得到了落实。

即将年满 41 岁的门巴
族代表格桑德吉还记得，自
己 11 岁时是如何翻越海拔
超过 5000 米的雪山，徒步六
天才从家乡走到墨脱县城上
学的。

“墨脱”，藏语意为“隐秘
莲花”。作为全国最后一个通
公路的县，它是雪山深处的
秘境，也是进出路途艰险的
“孤岛”。

1994 年，格桑德吉考入
湖南岳阳市一中西藏班，
1998 年又考入河北师大附
属民族学院。走出大山的她
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
彩，而教育对墨脱孩子又有
多重要。

毕业后，格桑德吉又翻
越崇山峻岭，回到家乡成为
了一名教师。一开始，除了教
学，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劝学。

“有的孩子辍学是因为父母观念落后，有的孩子是因
为吃不饱饭……”原来，县里通公路前，学校有经费也买
不到物资。

“2013 年，县里通了公路。现在，学龄前的孩子都会
喊着要去学校。”格桑德吉见证着“莲花秘境”的改变。现
在，她是墨脱县完全小学的副校长，2018 年，她当选了全
国人大代表。

“我建议继续提高民族和偏远地区基层教师待遇，提
高专业教师招聘比例。”格桑德吉说。

“80 后”村官次仁措旦感到压力很大。作为那曲市比
如县恰则乡那村的党支部书记，她正努力实现从牧区“村
官”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转变。

“人大代表要站在全国的高度上考虑问题，不能只关
心村里那点事。”次仁措旦说。

家里十个兄弟姐妹里，次仁措旦是唯一一个读到大
专的。从满山跑的牧羊姑娘，到如今成为“全村的希望”，
她带领那村在 2018 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次仁措旦还有更多计划：“我们村是纯牧业村，除了
放牧和挖虫草外，产业资源不多。如果建一个妇女手工合
作社，女性就能有额外的收入。”她说。

新华社记者梅世雄、樊永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国
防和军队建设扎实推进，强军事业展现许多新
气象新作为。”

参加全国两会的军队代表委员认为，党的十
九大以来，人民军队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
引领，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聚力练兵备战，不断提高打赢能
力，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

“铸牢强军之魂、扭住强军之要、夯实强军
之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一年多来，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人大
代表、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说。

2018 年 4月 12 日，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
大的海上阅兵在南海某海域举行———

人民海军 48 艘战舰铁流澎湃，76 架战机
呼啸海空，1 万余名官兵雄姿英发……

“这是新时代人民海军的豪迈亮相。”驾舰
受阅的全国人大代表、海军岳阳舰舰长赵岩泉

说，“与新型舰艇一起加入战斗序列的，还有官
兵崭新的精神面貌和一流的战斗作风。”

“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全国人大代
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政委王波说，“我们必须把
政治建军原则融入官兵的思想，建设一支让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放心的精兵劲旅。”

“去年底以来，一大批改革急需、备战急用、
官兵急盼的政策制度密集出台，我军政策制度
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全国人大代表、东部战区
陆军某旅旅长张文仁说。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018 年，全国政协委员、空军工程大学教授吴德
伟带领团队圆满完成一项重大科研项目，推动
了我军导航技术的跃升。他说：“人民军队全面实
施科技兴军战略，坚持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瞄
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快
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科
技创新对军队建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何雷
说，全军按照习主席决策指示，狠抓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方针落实，建军治军方式正在发生深

刻变革。
参加今年两会前几天，全国人大代表、空

军某基地参谋长许利强到航空兵、地导、雷达
等多支不同类型部队进行调研。他说：“我们
必须加速推进基于体系的实战化训练，要对
接战场需求、对准问题矛盾、对表打赢能力，
尽早把各种问题解决掉，把创新战法验证好，
才能在未来战场上占得先机。”

“兵不可一日不练，战不可一日不备。”全
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某旅营长尹东说，以实战
化为牵引，全军上下备战打仗的导向更加鲜
明。

“从机场到码头，从西部大开发到扶贫攻
坚……人民军队在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国
家发展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人大代
表、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张雄伟说。

全国人大代表、海军贵阳舰政委徐建锋
说：“人民军队始终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
顶，全面履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人
民和平劳动的职能，赢得广泛赞誉。”

党的十九大指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
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徐建锋说，近年来，人民军队出色完成
了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和重大战备演训活
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威
慑和实战能力不断提升，为维护国家发展战
略机遇期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军队作
为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为维
护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
和平提供了强大力量支撑。”全国人大代表、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石磊多次出国执行联合
国人道主义救援任务，她介绍说，自 1990 年
以来，中国军队先后参与 24 项联合国维和行
动，有 13 名中国军人献出宝贵生命。

成就催人奋进，强军未来可期。代表委员
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坚决
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优
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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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强军事业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军队代表委员共话强军之路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许晟、梁
建强)在湖北武汉，荣膺“联合国人居署中国
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示范项目”的东湖绿道，正
在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张新“名片”。正值全国
两会，绿道建设这一话题，受到了代表委员们
的关注与热议。

曲港听荷、鹄梦回塘、荻芦泽畔、落霞归
雁、塘野蛙鸣……浩渺的东湖之畔，这条绿道
犹如一条“绿飘带”，连缀起数十个景点。

然而，在绿道建设前，这里是另一番景
象。一些民房、厕所紧贴湖边修建，有人私自
建起围堰隔断通行道路，生态岸坡护理糟糕，
有些边角湖汊甚至是劣五类水……

“是绿道的建设，让这一切得到了改观。”

武汉市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江
南分中心部长亢德芝代表说。她参与了东湖
绿道从项目提出、选线、景观设计到后期实施
的全过程。

2016 年 12月，东湖绿道一期建成开放。
昔日汽车川流不息的城市交通要道，成为绿
色出行的观光景点。

“去年五一假期，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安
排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到绿道上骑自行
车。”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新强代表说，一位经常四处旅游、目前在加
拿大旅居的同学都惊呆了，“这样的绿道太
赞了！”

“我经常和家人一起去绿道散步。”武汉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副主任刘江东代表说，
“我执教的学校就在东湖边，有时学术交流团队
来武汉时，我都会带他们到绿道走一走，大家都
对绿道给予了高度评价。”

目前，东湖绿道已完成二期建设，全长
101 .98公里。串联起山、水、林、城，实现了还绿于
城、还湖于民，为城市提供了一处呼吸清新空气、
亲近清澈湖水、享受清静环境的生态休闲空间。

这是一条开放包容的绿道。
在亢德芝看来，开放性是东湖建设的一个

突出亮点。团队面向世界征集各类设计机构、专
家的方案，还广泛向市民征集意见，不断完善、
优化方案。“正是开放性，成就了国际范儿。”

这也是一条生态绿道、惠民绿道。
“绿道的建设，让市民从以前只能在东湖看

远景，变成了远近皆宜，远、中、近，景色各不同，

东湖风景区的湖光山色得以一览无余。”九三
学社湖北省委会副主委梁鸣委员说。

“很多小细节足以体现绿道建设服务于
人民、保护生态的用心。”梁鸣说，比如，很多
景点保留了原有的自然风貌；采用高弹高粘
沥青铺路，让市民步行更舒适；护坡护岸采用
生态方式，不用混凝土砌筑等。

这还是一条文化绿道、科技绿道。
绿道景点的命名，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

亢德芝说，观楚台、在水一方、落霞归雁等，命
名时都考虑到文化的元素。绿道中的亭、台、
楼、阁建设，也都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

东湖绿道在建设中也布局了智慧系统。
WiFi 全覆盖、智能导引、自助查询……多种
科技手段让绿道“科技范儿”十足。“结合武汉
‘中国光谷’建设，还可以在绿道上布局更多

‘黑科技’。”马新强建议。
碧水长风，堤岸杉林。阳春三月，绿道

之上人流如织。
亢德芝一直对一个场景记忆犹新。那

是一个黄昏，夕阳下，绿道上，一位老年人
在躺椅上输液，旁边，他的家人在拉二胡，
一个小朋友蹲在一边玩泥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绿道有温度了。
绿道，已经成为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一个物质载体。”亢德芝说，东湖绿道建
设的一些理念，可以推广到更多城市建设
项目中去。

“东湖绿道的建设，是武汉打造精致城
市的一个缩影。”刘江东说，保护好城市绿
肺的生态尤为重要。东湖绿道的建设经验，
也值得更多城市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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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罗沙 、阳
建)“近年来，我国猝死人数、意外伤害死亡人
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由于急救知识普及
率低，发生意外时容易失去‘黄金’抢救时机。”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
师范大学教授谢资清认为，亟待在全社会特
别是大中学生群体中加强急救知识的普及和
培训。

谢资清说，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将急救知识
设置为学校甚至幼儿园的课程。相比之下，目前
我国很多地区学校尚未开设急救知识课程，公
众急救知识普及率不高，急救培训也远远不能
满足社会需求。

“急救知识和相关技能应该纳入初、高中

以及大学新生的入学培训或生命与健康教
育课程内容，包括外伤处置办法、心肺复苏
实施要点以及火灾、水灾、地震的逃生方法
等。”谢资清建议，要建立常态化教育机制，
针对学生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需求，编写
应急救护知识培训教案并在全国推广运
用。

她同时建议，由各级财政安排应急救护
知识推广运用专项经费，在教育培训经费中
优先安排、重点保证，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类学
校确保应急救护培训经费专款专用。此外，还
要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将急救知识纳入
教师培训体系或课程，鼓励引导一定比例的
教师取得应急救护专业资质。

谢资清代表：

应在全社会普及急救知识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陈聪、宋晓东)孩

子突然吃进异物怎么办？如果选择“倒背法”
倒背着孩子抖动其身体，不仅取不出异物，反
而可能耽误救治的黄金时间。全国人大代表、
郑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
说，意外伤害已成为危害儿童生命的一大“隐
形杀手”，建议从学校和家长两个层面加强防
范意外伤害的相关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

周崇臣说，加强安全保障、避免意外伤
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目前，儿童意外伤
害已成为我国 0-14 岁儿童死亡的主要原
因，占儿童死因总数的 26 . 1%，而且这一数
字还在以每年 7%至 10% 的速度增加。

溺水、烧烫伤、吸入性窒息、中毒、跌落

伤……意外伤害缘何成为孩子的“隐形杀手”？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儿童看护者安全

防范意识淡薄，且没有掌握正确的处置方
法。”周崇臣举例说，对于儿童突发心跳骤停，
4 至 6 分钟内是抢救的黄金时间。对于这一
情况，欧美发达国家的急救普及率达 30%至
80%，而我国具备急救能力的第一目击者仅
1% 左右。
周崇臣建议，卫生健康部门应制定规范的

常见病意外伤害宣传手册，为临床医生及儿童
看护者提供相关知识，对预防与急救提供专业
性指导；教育管理部门应将儿童意外伤害防治
内容纳入各类学校的辅助课程，开展知识普
及，同时加强相关师资培训和技能考核。

周崇臣代表：

防范儿童意外伤害应家校共建

刘
江
东
代
表

马
新
强
代
表

一位经常四处旅

游 、目前在加拿大旅

居的同学都惊呆了 ,

这样的绿道太赞了！

保护好城市绿肺

的生态尤为重要。东

湖绿道的建设经验 ，

也 值 得 更 多 城 市 学

习、借鉴

亢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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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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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是东湖建

设的一个突出亮点。

正是开放性 ，成就了

国际范儿

梁
鸣
委
员

绿道的建设 ，让

市民从以前只能在东

湖看远景 ，变成了远

近皆宜，远、中、近，景

色各不同

33 月月 33 日日，，市市民民在在武武汉汉东东湖湖绿绿道道休休闲闲游游玩玩（（无无人人机机拍拍摄摄））。。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肖肖艺艺九九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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