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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春 5 月 18 日电（记者薛钦峰）
正值东北耕种时节，在吉林省榆树市永生村，
村民们正忙着播种、栽培花卉……最近，全国
人大代表、永生村党总支书记王艳凤村委会、
村民家两头跑，她打算多听听大家的想法，今
年想把建设牧业小区和搞乡村旅游的事尽快
落实下来。

一大早，王艳凤来到村委会，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现在村子路修好了，花卉栽培也搞
起来了，水库周边的绿化得抓紧弄起来，路也
要再规划。”王艳凤拿着村子的地形图，围绕
乡村旅游的事儿跟大家讨论起来。

这几年，永生村的产业发展搞得有声有
色。百合、黄牛等产业陆续发展起来……但就
在前些年，永生村还是有着 100 多户贫困户
的贫困村，村子环境较差，村民之间矛盾
重重。

“说到底还是过去太穷了，只有产业发展
起来，才能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这些年，王艳
凤为了带动村民致富没少到处奔波，找项目、
拉投资。特别是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以后，王艳
凤为了更好地履职，经常走家串户，把村民的
想法记下来，逐件落实。

为让村里的妇女在家也能打工，王艳凤
找到了一家服装企业在村里办起了生产车
间，一个女工每月增加收入 2000 多元；为解
决孤寡老人的生活问题，王艳凤在村里建起
了养老院……

如今的永生村，环境变得整洁了，特色产
业发展红火，村民生活大变了样。“作为一名
来自贫困村的人大代表，就要了解贫困村民
的心声，为大家解决困难，带领大家致富奔小
康。”王艳凤说。

去年年底，永生村人均收入达到 13000
元。现在，永生村屯屯有产业，家家搞养殖。但

富裕起来的村民们对美好生活也有了更高
的追求。由于村里牲畜越来越多，有些村民
家的院子又脏又臭。如何能有个更好的生
活环境，成了大家的期望。

王艳凤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过
和村两委班子研究，王艳凤打算建设牧业
小区，村里所有牲畜集中养殖。“地点已
经选好了，远离居住区，这样不仅可以改
善村屯环境，还有助于牲畜的统一管

理。”
村子富裕了，过去的贫困村也成了“幸

福大院”，但王艳凤并没有感到轻松。“如何
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好，还需要更
多的努力。”这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经历，
让这位农村妇女学到了很多。王艳凤说，通
过履职和学习，不仅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等国家政策有了更深的理解，对群众的
想法和乡村发展面临的困难也有了更多关

注和思考。
一年来的基层调研，王艳凤发现，村里

人才匮乏，产业的持续发展需要更多的带
头人；一些老年人因病返贫的风险仍然
存在。

“这些情况是村民们最关心的问题，作
为全国人大代表，我要把村民的心声带到
北京去。”在村委会忙完，王艳凤又拿着笔
记本到村民家走访去了。

王艳凤代表：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好

吉克石乌代表：教育扶贫，守护大凉山的未来

新华社香港 5 月 17 日电（记者陆敏）在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里，可能没有比邝美云更
熟悉港珠澳大桥的了。

大桥通车一年多来，祖籍珠海、现担任香
港珠海社团总会会长的她平均一个月要从桥
上往返香港和珠海五六次。一桥飞架，把她和
故乡紧紧相连。她往返在这座堪称世纪工程
的宏伟大桥上，怀着欣喜，也带着思考。

邝美云是香港著名歌手、商人，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两会即
将召开，邝美云准备了几份议案赴京参会，第
一份就是关于港珠澳大桥的建议。

“港珠澳大桥将大湾区城市凝聚成一个
整体，已成为连接三地的黄金通道。”她建议
进一步提升港珠澳大桥效能，使“区内人流物
流通达便捷，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便民又利
民”。

从香港家里到珠海的办公室仅一

个半小时车程

“我祖籍珠海，出生在香港，在澳门长大
到 10 岁，又回到香港。”邝美云说，这让她从
一开始就与三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小时候从香港去澳门，要坐那种有
上下铺、可以睡觉的客船，印象中要坐很久才
能到澳门，很不方便。”即便进入 21 世纪，在
港珠澳大桥通车前，她从香港开车回珠海，车
程也要 4 个小时。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大桥全日 24 小时通
关，从香港口岸到珠海口岸或澳门口岸，行车
仅需 40 分钟。“现在我从香港沙田的家里开
车出发，到坐进位于珠海斗门的办公室，全程
也就一个半小时。”

邝美云享受通行的便利，切身感受到港
珠澳大桥对大湾区发展的意义重大：“9+2 城
市群的 7000 万人口，被港珠澳大桥连成一
体，形成了大湾区生活圈，带来了各种资源和
要素流动，大大激活了区域活力。”由于交通
便捷，邝美云经常当天来往珠海处理各种公
务和生意，往返次数比之前大大增多。

作为全球最长的桥隧组合跨海通道，港
珠澳大桥在科研、设计与施工等方面创下了
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诸多奇迹。

在大桥通车前，邝美云有机会上桥参观，
了解到不少建桥过程的技术难点与攻关细
节，她表示“叹为观止，为之骄傲”。

不少交通配套安排有待细化完善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港珠澳大桥无
疑是一张闪光的“名片”，但邝美云认为，仅为
名片是远远不够的，这条黄金通道应该发挥
更大的效能。开车在桥上往返的她发现大桥
的车流量不足，旁边的车道上经常只有几辆
车经过，心里颇有点不是滋味。

粤港澳大湾区致力于打造“一小时生活
圈”，离不开港珠澳大桥的交通便利。然而大
桥开通以来，私家车过桥的配额指标十分短
缺。邝美云告诉记者，以香港的私家车为例，
如要过桥到珠海或澳门，必须先申请跨境车
辆配额，而香港特区政府开放的常规配额只
有 800 个，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对于无澳门牌照的香港私家车而言，除
了要申请过桥配额，要去澳门还得提前向澳
门口岸停车场预约停车时间，在约定时间将
车停泊再改乘其他交通工具进入澳门。为此，
车主要提前最少 6 小时提出预约申请且不能
随意更改预约的停泊时间，十分不便，造成澳
门口岸停车场使用率偏低。而珠海口岸停车
场虽不用预约但收费偏高，一天的停车收费大约在 200 元人民币左
右，也不利于鼓励旅客过夜消费。邝美云认为，类似不少交通配套安
排，还需要三地政府联动并加以细化完善。

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底，大桥车流量平均每日约 4115 架次。
新冠疫情期间，因各种限流措施，往来大桥的人流物流更是急剧减
少。邝美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盼望着大桥能早日恢复正常通行。

邝美云建议，可考虑进一步放宽大桥的通行政策和通关便利，循
序渐进增加大桥的跨境车辆配额数目，以配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需求。同时，利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接近香港国际机场这一地理优
势，打造“无缝对接”的货运路线，真正打通香港—澳门—珠海的物流
业，并辐射到周边地区。

对港珠澳大桥精神价值应多加挖掘和宣传

在邝美云看来，港珠澳大桥不仅是中国制造的奇迹，更是中国人
民伟大创造力的奇迹，蕴含着强大的精神价值。

歌手出身的邝美云用《用生命影响生命》中的两句歌词形容港珠
澳大桥的精神价值——“用生命影响生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她认
为，应该多加挖掘和宣传，以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为此，她建议有关方面多宣讲，通过讲述工程建设者的故事，展现
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民族责任感、使命感和当代工匠精神新内涵。“让过
桥的人都来了解大桥，提升大家特别是港澳同胞对祖国的认识。”

“现在大湾区经常会组织一些学生交流团，可以把大桥设为游学
其中一课。加强中小学生对大桥的了解和认识，让他们以身为一个中
国人而自豪，这很有意义。不了解才会误解，要给香港年轻一代提供
更多渠道和机会，让他们多了解祖国。”

不久前，“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在港成立，邝美云也是该联盟的共
同发起人之一。“香港人的观念需要‘再出发’。国人的身份认同很重
要，香港人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中国的香港人，我们是中国人，可以背
靠祖国、面向世界，要好好珍惜这样难得的条件和机遇。”

她认为，香港再出发，需要社会各界包容同行，就像这次抗疫，靠
的正是中国人民逆境自强，同心同德。

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但邝美云更偏爱自己
的故乡珠海。回想起当初听到港珠澳大桥通车的消息，因为晕船而害
怕坐船的她第一反应就是：“以后可以常回珠海了！”

而今，港珠澳大桥让她和故乡的感情越走越近。“珠海是好地方，
是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邝美云在珠海横琴岛上的写字楼目前
正在装修，今后会进一步拓展内地业务，“年纪再大一点，我会考虑回
珠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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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5 月 18 日电（记者吴晓颖、
吴光于）2020 年全国两会临近，全国人大代
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村党
支部书记吉克石乌更忙了。16 日一大早，吉
克石乌组织全村妇女到乡卫生院做健康体
检，下午走村串户，记下村民对发展地方产业
的想法。“要完善建议，把大家的心里话捎去
北京。”吉克石乌说。

庆恒村海拔 1700 多米，曾是大凉山腹地
的一个深度贫困村。从雷波县嫁到庆恒村的
“外来媳妇”吉克石乌，担任过庆恒村妇联主
席，因工作出色，被村民选为村支书，挑起了
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大梁。她参与、见证了村
子的一处处变化：群众看病有了卫生院，农业
银行、农商银行来到村里给老百姓提供贷款，
村里建起彝、汉双语幼教点……

2018 年庆恒村整村脱贫“摘帽”，吉克石
乌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农村生活了大
半辈子，吉克石乌履职自然离不开这片土地。
去年全国两会，她就“升级凉山交通建设”等
提出建议，引起有关部门关注。今年，她打算
就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壮大贫困地区产
业巩固脱贫成果等提出建议。

围绕教育基础薄弱、控辍保学等突出问
题，中央及四川省委、省政府近年来在四川民
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改薄”“大小凉山
彝区教育扶贫提升工程”等，全面改善民族地
区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尽管改善了民族地区
教育落后的面貌，但教育资源不足、教师量少
质弱是面临的瓶颈问题。

“以前是干部、老师追着上门，让老乡把
孩子送去读书，现在老乡看到读书的好处，国
家也给了那么好的政策，家家户户都争着把
孩子往学校送。”吉克石乌跟记者念叨，不过
当地教育资源与乡亲们的“热情”形成了反
差，她走访周围几所乡中心校、昭觉县城区中
小学发现，教师紧缺、大班额现象突出。如乡
中心校平均每班有六七十名孩子，有的城区
小学平均班额约 90 人，教师的数量、质量不
能满足学生需要。

“孩子是大凉山的未来，希望在提升民族
地区办学条件的同时，加大师资培养力度，如
设立贫困地区教师荣誉制度等，提高教师岗
位的吸引力，破解优秀教师‘引不进、留不住’
难题。”吉克石乌说，让民族地区孩子上好学，
通过知识走出大山，实现“一人读书就业，全
家脱贫”，撑起大凉山的未来。

清晨 6 点起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村党支部书记
吉克石乌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快到下午
2 点才吃午饭，夜里 10 点到家，又忙着整
理入户走访的资料。

从村容村貌整治，到过境高速公路土
地协调，再到安全住房建设、养牛合作社发
展、彝绣合作社培训……她几乎每天都是
这样“多线程”的工作状态，偶尔得空才能
和记者聊上几句。

在别人眼里，吉克石乌是一个突破了
很多传统观念的“女汉子”，能挑起很多男
人都觉得重的担子。

她平日开着一辆皮卡车，记者也总是
搭乘这辆车随她去往各个采访点。2015 年

到现在，这辆皮卡车已在崎岖的山路上行
驶了快 14 万公里。车里拉过家里酒厂的
酒，拉过乡亲们的核桃、花椒、牛、羊、肥
猪……

近几年，庆恒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全村
有了村集体经济收入，房子整洁漂亮，通村
路进行了硬化，有了幼教点，4G 网络也通
了。2018 年，村里摘掉了“贫困帽”。

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吉克石乌操心
的不仅仅是自己村里的发展。

去年，她提交了一份为贫困地区修建
通组（社）路提供补贴的建议。“几乎每天都
在村里跑，感受太深了。”她说，“光是我们
昭觉县就有 836 个社，我去过绝大多数。通
社路是脱贫的‘最后一公里’，光靠群众修

不起来，作为人大代表应该把大伙的期盼
反映上去。”她说。

庆恒村村委会只有一个旱厕，最近天
气炎热，苍蝇多了起来。记者刚走进去就退
了出来，这被细心的吉克石乌看在了眼里。
其实，农村卫生环境一直是她关注的问题。

“我在走访中发现，很多村没有垃圾堆
放点，垃圾只能直接焚烧，对空气污染很
大。污水处理也成问题，污水直接流到地上
甚至公路上，很多农村没有化粪池，家里用
的都是旱厕。我正在琢磨一份建议，希望国
家加大对农村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搞好
了才有美丽乡村，才能绿色发展。”她说。

（记者吴光于、吴晓颖）
新华社成都 5 月 18 日电

初见王艳凤时，她正在村委会和村干
部开会，讨论如何在村子附近的水库修路、
绿化。今年王艳凤打算再改善一下村屯环
境，把乡村旅游搞起来，既让村民生活环境
更好，又让逐渐富裕起来的村子再多一个
增收的渠道。

王艳凤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吉林省
榆树市永生村党总支书记。见到她时，她神
情略带羞涩，带着股农村妇女的朴实劲儿。
她虽话不多，但言语中透露着自信和对村
子未来的美好期望。

永生村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后进
村”，几年前王艳凤刚当选村党总支书记
时，榆树市组织市里的“后进村”去先进村
参观学习，一天的参观让王艳凤既羡慕又
不甘，她暗下决心一定带领村民过上好
日子。

虽然平日工作很忙，但王艳凤经常去

村民家里坐坐，拉拉家常。“闺女来了，快进
屋。”喊王艳凤闺女的老人是村民颜世有，
以前曾因病致贫，王艳凤经常来看他，他也
把王艳凤当亲人看待。“最近挺好的，就是
有时候出村看病不太方便。”老人的话王艳
凤记在心上，她专门和村干部开了会，研究
如何帮助出村不便的老人解决看病难。

贫困村民的事件件上心。时间长了，王
艳凤成了村民的主心骨。

脱贫户高伯生和老伴儿身患残疾，这
几年在村里的帮扶下，老两口通过庭院养
殖，生活好了起来。今年 3 月，村里为助
力防疫工作组织党员捐款，虽然不是党
员，但高伯生主动捐了 50 元钱。“捐得
太少了，就是表达一份心意，书记为我们
付出这么多，我也要支持村里工作，为村
里出份力。”

这几年，王艳凤带领村民大力发展养

殖，搞经济作物种植，村民生活富裕起来
了，但又有了新的烦恼。这两年黄牛养殖效
益不错，村民何永涛打算扩大黄牛养殖规
模，但资金不足让他发愁。到何永涛家走访
时，他跟王艳凤提起了自己的难处。王艳凤
表示帮他想想办法，争取从银行贷点款。

当全国人大代表这几年，王艳凤平日
里有意把村民的想法和困扰记下来，做好
调研工作。王艳凤了解到，村干部年纪偏
大，未来乡村振兴需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返
乡。像这样的情况，王艳凤都写入了她今年
“两会”要提交的建议里。

王艳凤说：“村民们脱贫了，发展起来
的产业如何持续创收，如何保障村民不返
贫，还面临很多困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我要把这些问题调研好。”

（记者薛钦峰）
新华社长春 5 月 18 日电

贫困村民的主心骨 致富路上的带头人

■采访手记

勇挑重担的女汉子 操心农村的大事情

■采访手记

①①

③③②②

  
图①：吉克石乌在村委会的黑板报

前留影（5 月 13 日摄）。
图②：吉克石乌(左二)和村里留守

妇女一起做彝绣(5 月 9 日摄)。庆恒村
成立彝绣专业合作社，增加村民收入。

图③：吉克石乌（中）和庆恒乡综合
帮扶队队长谢成刚（右）、驻村工作队队
员王帝森一起包装核桃（ 5 月 8 日摄）。
庆恒村山坡地势适合发展核桃产业，核
桃是村民脱贫致富的“金果果”。

位于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昭觉县庆恒村曾是一个深度贫困
村。自 2014 年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庆恒
村发生很大变化：全村有了村集体经济
收入、房子整洁漂亮、通村路进行了硬
化、有了幼教点、4G 网络也通了 ，在
2018 年底整村脱贫“摘帽”。庆恒村群众
“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

形成好风气”，在创建“四好”方面卓有成
效。 新华社记者江宏景摄

▲邝美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5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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