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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疫”社区里，一份《告居民书》经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自治协商后张贴出来；通过
市民服务热线，来自群众的“金点子”，不断
转化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覆
盖全市 16 个区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场场
立法意见征询会让严肃法条“蘸满”原汁原
味的社情民意……
　　近年来，上海努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图景，有事好商量、事事能商量，成为
百姓生活的新常态。

构筑同心抗疫“硬核”屏障

　　近日，长宁区虹桥街道虹许居民区内贴
出了一份《告居民书》，内容涉及社区战“疫”
相关的方方面面：快递外卖配送规定、垃圾分
类注意事项、家政人员进出要求、有装修需求
的业主要为居家线上上课的中小学生调整时
间……事无巨细。
　　“这封《告居民书》是在大家的讨论协商
中诞生的。”虹许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赵慧敏
说，在居民区党总支指导下，居委会、业委会、
物业“三驾马车”以 2020 年新冠疫情暴发之
初制定的“小区临时规约”为基础，商讨研究
当前最符合小区实际情况的防疫措施。社区
微信群中，不少居民也加入讨论。
　　在社区“小事”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写照。“一份经过充分
协商的小小公约，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构筑同
心抗疫屏障。”赵慧敏说。
　　日常的民主实践，让非常情况下的社
区仍能在“双向奔赴”的沟通中共同把影响
降到最低。“比如核酸检测，我们和居民一
起充分考虑，如何为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安
排上门检测，检测时段怎样分布能照顾到
要上网课的孩子……”虹储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支颖感到，一件件小事包含对民情的
细微体察，也让民意充分表达，把“遇到问
题解决问题”变成“预想到问题并提前解决
问题”。

群众“金点子”变成发展“金钥匙”

　　战“疫”当前，上海市民若接到上海市疾控中
心流调人员的电话，会在屏幕上看到提示：“您好！
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调人员给您致电，请您
放心接听，配合调查，非常感谢！”
　　这一提升流调电话接通率的“金点子”，源自
一条“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完善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保障措施的建议”。
　　把“人民群众盼的”变成“党和政府下力气干
的”。在上海，人民建议已渗透在“大城小事”中，
为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

　　建立上海主要罕见病名录，口罩贩卖机进
入地铁，将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修缮成
爱国主义教育和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目前，
上海各区均已挂牌成立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市、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信箱也已矩阵入驻上
海“一网通办”移动端“随申办”App ，嵌入全市
6100 多个村居“家门口”服务体系。针对群众
提出的重要建议，职能部门采纳率达 98.5%。
　　 2021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
若干规定》施行，这部专门促进和规范人民建议
征集工作的地方性法规，确定了人民建议“征集
-研究-转化”的闭环管理和运作机制，为党和
政府听民声、察民情，及时解决好群众“急难愁

盼”开辟出“绿色通道”。
　　“人民建议征集是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的具体实践，是推动人民城市建设的重要举
措，是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的有益探索。”上海市
信访办、市人民建议征集办主任王剑华说。

小小“联系点”映照民主大舞台

　　“我们小区里，不少志愿者就是基层立法联
系点信息员，通过参加立法意见征询会、居民事
务议事厅的活动等，加强了与社区的联系，也增
强了主人翁意识。”支颖说。
　　从“开门立法”到“大城小事”，基层立法联
系点功能不断拓展，是上海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广阔舞台。
　　 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第一个
设在街道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虹桥街道成立。
多年来，这里已完成未成年人保护法、退役军人
保障法、药品管理法等 62 部法律草案的意见
征询工作，归纳整理各类建议 1200 余条，其中
100 余条被采纳。
　　居民卞小林是联系点信息员，在他印象中，
征询会总是各抒己见，从街道居民到产业工人，
从物业从业人员到基层法官，大家围坐在长桌
边，气氛融洽又热烈。“大家提的意见可能很细
小，但这些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最真实的
想法、最热切的期盼。”他说。
　　“我们老百姓看到自己提的建议意见变成
了法条里的一句话、一个词，很高兴……”全国
人大代表、长宁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
说，基层立法联系点让老百姓真正感到，法律与
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亲身参与立法，也让居
民们更主动地用法治思维来协商。
　　从虹桥街道“始发”的“立法直通车”在上海已
覆盖全部 16 个区。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 5 年参
与 20 件国家法律、64 件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征求
意见工作，530 多条立法建议被采纳，在“神经末
梢”为上海城市建设、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贡献
力量。（记者郭敬丹、王默玲、兰天鸣、有之炘） 
         新华社上海 3 月 22 日电

上海：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城市肌理

新华社记者白佳丽、宋瑞、张建新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
意中国好吗？”…… 80 多年来，“爱国三问”
萦回南开大学校园，叩击一代代南开学子
心灵。
　　新时代的南开师生，正以崭新姿态，响亮
应答历史之问。

“高浓度”课：领略风范　丰盈精神

　　时光回到 1935 年 9 月 17 日，在南开大
学新学年“始业式”上，时任校长张伯苓提出
著名的“爱国三问”。
　　承载着深沉忧思、赤子情怀的“爱国三
问”振聋发聩，几代南开学子和中国知识分子
铭刻于心，以知识报国、勇于奉献作答。
　　当下，南开大学，一堂名为“院士浓度过
高”的选修课大受学子们欢迎。80 人的教
室 ，往 往 挤 满 1 0 0 多 人 ，线 上 课 程 更 是
火爆。
　　这是南开大学 2021 年起开设的“重磅”
课程———“名师引领”通识课，由校内各学科
院士、讲席教授担任课程的首席专家，并邀请
国内外名师，为南开大学本科生授课，为学生
开启“可仰望的星空”。
　　这几天，由钟南山、施一公等 12 名专家院
士打造的医药学科课程《医药前沿与挑战》，在
南开大学开课。线上，名家们通过自身深入的
研究与感受，向年轻学子讲授医药领域的国际
前沿知识，展望未来的挑战与研究方向。
　　“名师课程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拓了我
们的视野。真切领略了大家风范后，我有了更
高的学术理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大二学生

田佳茗说，“只有用知识武装头脑，用信念丰盈精
神，将来才能对国家的发展作贡献。”

“大咖”开讲：启迪思维　感召担当

　　“不仅仅要让学生了解国家战略、学科方向，
还要通过名师的个人成长经历、奋斗历程，感召学
生未来担当起国家重任。”南开大学教务处处长李

川勇道出开设“名师引领”课程的深意。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伯苓班大二学
生张亮辞是通识课程的“忠实粉丝”。最初，她只
是希望能近距离见识一下“科研界大咖”，一学
期课程结束后，张亮辞有了新的认识。“老师们
睿智的思维方式对我的科研、学习很有启发，让
我对未来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有了更清晰的想
法，很想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她说。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二学生孙非凡
感到惊喜的是，学校在每次“名师引领”通识课
前后，会给学生提供和院士、教授近距离交流的
机会。“我向名师提出感兴趣的问题，他们都会
细心回答，像普通长辈一样关心我们。”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课后我开
始思考，作为生物技术专业的学生，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能做些什么？”孙非凡说，自己开始学习
相关文献，聆听更多讲座，立志在生物技术领域
深耕。“这也是一种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选
择。”

“爱国之道”：奋励不息　服务祖国

　　“传爱国之道”，是南开大学师生刻在基因
里的信念。正是在爱国主义教育下，南开大学走
出了一批批栋梁之材。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因仇恨“南开
大学是一个抗日基地”，残忍地炸毁了这一中国
高等学府。时任校长张伯苓对学生说：“被毁者
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
益奋励。”
　　近年来，南开大学除了将通识课程与专业
课程相结合、将爱国主义教育和南开爱国历史
贯穿其中之外，还单独开设了“爱国主义与服务
中国”课程。
　　记者了解，南开大学让学生们利用假期走
出校门，积极到全国多地进行实践。比如与甘肃
省庄浪县合作，让学生运用高校的技术资源，为
当地学校建设计算机实验室；南开大学学生还
走进中小学校园开设 3D 打印课程，为中小学
生拓展知识面……
　　“学习是为了更好的爱国实践。”李川勇说。
        新华社天津 3 月 22 日电

南开师生：“爱国三问”的时代新答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为南开学子讲授“名师引领”通识课之“走进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

                      南开大学供图

  ▲ 3 月 19 日，上海康城的居民以楼栋为单位，前往检测现场。
  3 月 19 日、20 日，上海市闵行区的上海康城开展两次核酸检测。记者在康城实验学校的操场看
到：引导牌、扫码箱、小喇叭等，成为数百名居民志愿者现场服务的“神器”；小区以楼栋为单位分时、分
批参加检测，居民们的自律与配合使检测现场平稳有序。上海康城共有 286 个楼栋，约 4 万居民，是
上海最大的居民小区。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上接 1 版）邢台宁晋县米家庄二村
村民高现军，曾经为浇地费时费力费水
而挠头。大水漫灌，每亩地浇一次要用水
四五十立方米，不少水白白浪费。
　　 2016 年，宁晋县建设 5 万亩高效
农田示范区，高现军的农田安装了喷灌
设备，并推广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现
在种植小麦、玉米用水量不到原来一半。
　　为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河北打
出“节、引、调、补、蓄、管”组合拳。截至
2021 年底，全省累计关停取水井 13 万多
眼，并推行季节性休耕、旱作雨养、节水灌
溉，推广抗旱节水品种，压减农业用水量。
　　拧紧“水龙头”，既可减少浪费，还能
创造效益。
　　近年来，河北一批工业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等，实现一水多用、循环利用。邯
郸富亿达纺织有限公司投资 1300 万元
引进水循环系统，企业每天新增用水不
到 1 立方米，而此前每天新增 200 多立
方米，一年可节支约 30 万元。

抽水井“下岗”了

　　“过去我们吃井水，水质太硬了，水
存在缸里容易发浑。煮水没几天，水壶上
就有厚厚一层水垢，家里热水器用几年
就堵了。”对于吃水，河北曲周县白寨镇
王庄村村民王庆国有着“苦涩”回忆。
　　 2020 年，王庄村村民们告别苦咸
水，喝上了丹江口水库调来的甘甜长
江水。
　　河北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 1/7 ，也是农村饮水氟超标问题严
重的省份。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等一些
地方，苦咸水、高氟水曾是不少百姓的心
病。一些村民落下一嘴黄牙，出门都不敢
张大嘴笑。不光水难喝，地下水也越采越
少，井越打越深。
　　 2014 年底，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河
北、天津、北京等受水区迎来源源不断的
长江水。许多地区，南水成为主力水源，
地下水应急备用，一大批抽水井“下岗”，
地下水源进入“休养生息”状态。
　　“食品企业对水质要求高。以前，我们
靠自备井供水生产，但水质不稳定，要投
入大量费用进行水质检验和提升。”河北
嫣然食品有限公司经理王利刚说，现在使
用长江水生产，水压稳定、水质提升，光滤
芯更换一项，每年为公司节省近 20 万元。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南水北调工
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
民福祉”。利用通南水契机，河北统筹城镇
与农村、饮水工程与地下水超采综合治
理，大力实施受水区农村居民生活水源置
换工程，枣强、清河、孟村、馆陶等数十个
县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全省受益人口达
3550 多万，到今年底，河北南水北调受水
区 2872 万农村人口将吃上长江水。

“沉睡的河”“醒”了

　　“几十年了，村边的永定河干得见了
底儿，河床变荒地，风吹沙尘起。这几年
实施生态补水，你看现在治理得多好！”
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河北固安县新兴
产业园区东北村村民王刚说。
　　流经蒙、晋、冀、京、津的永定河部分
河段曾多年干涸断流，成为“沉睡的河”。
复苏永定河，从生态补水开始。
　　近日，山西册田水库开闸，永定河春
季补水全面启动。865 公里长的河道，今
年将全线通水 100 天，补水量达 7.92
亿立方米。恢复“流动”的永定河，成为京
津冀绿色生态廊道和地下水补水通道。
　　“华北明珠”，也因生态补水焕发迷
人风采。
　　春日的白洋淀，水面宽阔，碧波荡
漾，水鸟翔集。但在 20 世纪，白洋淀曾
多次“干淀”，淀区能跑马车、开拖拉机。
　　 2017 年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雄安新区考察中强调，建设雄安新区，
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吴海梅
说，近年来，河北统筹黄河水、长江水和
水库水向白洋淀实施生态补水，淀区面
积由 170 多平方公里恢复至 275 平方
公里左右，水位稳定在 7 米左右，“华北
之肾”功能恢复。淀区向下游泄水 10 亿
多立方米，增强了水系生态功能。
　　开展河渠、湖泊生态补水，是弥补地
下水“亏空”直接有效途径。
　　利用长江水和本地水库补水，断流
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恢复滔滔百里
的美景。沿河两侧 10 公里范围内地下
水位显著回升，最大升幅超 1.9 米。
　　河北省水利厅数据显示，近年来，河
北向 70 多条河道补水 140 多亿立方
米。滏阳河、拒马河、大清河等河流，重现
水清岸绿美景，沿线地下水得到回补。
　　多地还推动河湖、沟渠、坑塘互联互
通，打造水资源调蓄体系。去年雨季，衡水
市引蓄洪沥水 2.4 亿多立方米，约 2800 个
坑塘“沟满壕平”，区域地下水有效回补。
　　实现人水和谐，是绿色发展的不懈追
求。截至 2021 年底，河北累计压减地下
水超采量 52.3 亿立方米。今年底，河北将
提前完成到 2035 年压减 59.7 亿立方米
的治理任务。（参与采写：张涛、郭雅茹）

　　（上接 1 版）面积和产量稳定的背后，蔬菜技
术服务指导不可缺少。2021 年 1 月开始，寿光市
就组织农业专家成立技术指导组，从田间管理、
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秸秆还田以及病虫害
防治等方面，编制印发了 10 万套高品质蔬菜标
准化生产技术规范及要点丛书，指导农户开展
蔬菜标准化生产，更好地提升寿光蔬菜品质。
　　种子是农产品的“芯片”，好的“芯片”夯实
了产业基础。在寿光蔬菜种业集团，高标准的
种质资源库、分子育种实验室、种子加工车间、
种子周转库已经建立起来，实现育种研发到种
子生产一条龙。其蔬菜种质资源库库存容量居
山东第一，已收录种质资源 21000 份，并入选
山东省首批农作物种质资源库保护单位。
　　寿光蔬菜种业集团董事长刘欣庆说：“通
过多年努力，目前我们已培育了 70 多个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蔬菜品种，包括‘寿
研’系列大番茄，‘亚青’系列黄瓜以及赤霞
珠、蜜香珀等多个口感类樱桃番茄，表现与国
外种子相差不大，有的甚至超过了国外种子，

但价格却低三分之一左右。”

价格稳 供应足

　　“前两个月平均每天交易 8000 吨菜，共计销
售 50 多万吨，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寿光地利
农产品物流园总经理张国平说。
　　记者上午 8 点多在物流园看到，这里已进入
了交易旺季，一派繁忙景象，豆类、菜花、辣椒、西
红柿、黄瓜等蔬菜随着车来车往销往全国各地。物
流园批发商纪振男主要做菜花批发。他说：“最近
这段时间一天能发 50 吨。”
　　如何保证蔬菜不脱销不断档？寿光的答案是
积极发挥农产品市场流通主渠道的作用。“对价格
涨幅较大、需求较多的蔬菜品项，我们通过客户资
源优势和市场集聚优势，加大调配力度，引导业户
提高到货量，能做到‘两个三天’。”寿光地利农产
品物流园副总经理刘彬雨说，“两个三天”即：库存
能满足连续三天供应，三天内能调拨全国任何地
方的蔬菜，随时确保货源充足。

　　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每天发布中国蔬菜
价格指数，是全国的蔬菜价格的“晴雨表”，对全
国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稳定颇具影响。记者看到，
3 月 20 日当周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 191.72
点，较上周 189.58 点上涨 2.14 个百分点；监测
的 10 大蔬菜类别指数中，6 类指数上涨 4 类
指数下跌。中国蔬菜价格指数分析员何晓杰介
绍，总体来看，尽管多种蔬菜价格同比仍有不同
程度的涨幅，但蔬菜价格已经在合理区间。
　　借助中国蔬菜价格指数的预警功能，寿光严
密监控蔬菜批发价格和对外供应情况，对价格实
施“日报告”，对出现价格波动超出正常范围的及
时采取措施，实施价格平抑，稳控市场行情。

质量稳 信心足

　　作为“菜篮子”供应的主阵地，质量管控尤
其重要。寿光积极采取严密防疫措施，严格产地
货物与销售闭环管理，做到每批必检。
　　“来能掌握源头，去能掌握流程。”寿光市市

场监管局局长李伟东说，监管部门对市场主体
实施网格化管理，实现交易全时段、全覆盖、无
盲点监管。
　　“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抓蔬菜质量安全，网
格化管理在生产环节也都全面铺开。”寿光市农
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监管科科长陈永波说，他
们推行了蔬菜质量全域网格化监管，全市划分
为 28 个网格，网格内的大棚生产、蔬菜交易、
农资经营全部纳入监管。
　　质量稳保证价格稳，菜农才有信心种好菜，
蔬菜才能源源不断供应市民餐桌。“今年苦瓜价
格不错，现在是 4 元一斤，一个棚 10 亩地能收
入 50 万元，除去成本，能有 30 多万元的纯收
入。”寿光市瑞航家庭农场负责人郑景渠说。
　　寿光孙家集街道西侯村菜农田会娟说，现
在种菜卖菜越来越省时省力了，政府技术指导
及时，疫情期间还引导大家与农资经营门店建
立微信群，买农资打个电话就能办。种菜所需要
的，政府都想到了，菜农没有了后顾之忧，就想
着怎么把菜种好。新华社济南 3 月 22 日电

华北地下水“大漏斗”修复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