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嵊州政协人，心系老百姓，融
入群众走基层，协商驿站听民声，民
生议事堂里笑盈盈……”

“嵊州政协人，甘做“包打听”，
民情日记带在身，东打听来西打听，
情系百姓事事记在心……”

近日，在越剧之乡浙江省嵊州市
甘霖镇，一场别开生面的“民生议事
堂”活动火热进行。一曲由当地越剧
戏迷自编自导的原创越剧小调《心系
老百姓，甘做“包打听”》，唱出了
百姓心声，道出了协商本质，将本次
活动推向了高潮。

甘霖镇不仅是全国千强镇、浙江
省美丽城镇建设样板镇，更是区域共
同富裕的领头羊。近年来，该镇以

“共富工坊”为抓手，以“标准化+
特色化”为目标，打出了“坚持党建

引领、整合建设要素、打造数字优
势”共富组合拳，在助推农民增收、
企业增效、集体增富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绩。但同时也依然存在帮扶不够精
准、覆盖不够全面、保障不够到位等
问题短板。

党政所思、群众所盼，就是政协
所能。今年，嵊州政协甘霖镇工作委
围绕“党建引领‘共富工坊’，聚力
打造‘富乐甘霖’”主题，开展了为
期3个月的深入调研，并于近期举办
了一场独具特色的“民生议事堂”活
动。活动现场，针对甘霖镇当前工作
存在的困难和不足，委员们争先建
言，气氛十分热烈。

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当场表态，
将进一步加强村干部与农户的挂联指
导。同时，组建专门培训团队，帮助

农户破解日常管理难题。
此次甘霖镇的活动只是嵊州政协

“民生议事堂”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专题协商议事月系列活动的一角。
自省政协就相关工作开展专门布置
后，嵊州政协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主
席会议研究部署，出台活动方案。各
乡镇 （街道） 工作委结合各自实际，
围绕共同富裕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高
质量、有特色的协商活动，让“民生
议事堂”这个小平台撬动助力共富大
能量。

9月16日，嵊州政协崇仁镇工作委
联合9个村级协商驿站，围绕“共富工
坊”建设主题，举行“民生议事堂”专
题活动。委员们围绕如何切实发挥“共
富工坊”作用，结合各村特色和“一村
一品”，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现场
氛围十分热烈。该镇党委书记楼美芳当
场表示，镇党委将从农业变产业、农产
品变商品等方面积极推动协商成果落地
转化。

9月29日，嵊州政协仙岩镇工作委
组织开展了“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专题协商活动。委员们以“干部话
共富，共谋振兴路”为主题，对乡镇共
富建设规划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意见
建议。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谦当即
表示，下一步将结合此次协商意见，切
实抓好舜皇村乡村振兴先行村项目的建
设落地，主动加强与浙江大学环资学院
的校地合作，谋实谋细未来碳中和无废
乡镇改革方案。

嵊州政协主席柴理明表示，目前嵊
州15个乡镇（街道）“民生议事堂”助
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协商议事活动已
实现全覆盖，采纳意见建议100余条，
解决实际问题30余个，活动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接下来，嵊州政协将做
深做实“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协
商议事活动的下半篇文章，切实使“共
富工坊”建设成为着力打造共同富裕示
范区县域样板的重要抓手，助推嵊州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浙江嵊州市浙江嵊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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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家话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迄今已
走过10个年头。回顾10年历程，
我有若干毕生难忘的记忆和收获，
其中一个最大最集中的收获，就是
我关注黄河的过程。

10年来，我先后提交了18件
关于黄河治理、深入挖掘和保护沿
黄流域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提案和建
议，创作了与黄河有关的长篇、中
篇和短篇小说各一部以及长篇散文
《大道通天》和由几十篇散文组成
结集的《且将锦瑟记流年》。尤其
是在我年近古稀的时候，参与了

“保护黄河万里直播活动”，让我实
现了今生走完黄河的夙愿。

我是黄河的儿子。黄河入海
口的平原上，埋着我祖祖辈辈脸
朝黄土背朝天的先人，他们留给
我的最为庄重的遗嘱，就是让我
弄明白，这条从遥远的青藏高原
奔腾咆哮而来的河流，为什么被
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称为“母亲
河”。她是怎样养育他的子民、怎
样把由诸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团
结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屹立于世界东方的。10年的
履职，让我从对母亲河的深深挚
爱中，解读了这些过去未曾细心
思考过的问题。

三江源的鄂陵湖、扎陵湖，像
极了母亲澄澈无私的眼睛。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这更清凉、更纯洁、更
包容、更甜蜜的湖水了。那密如蛛
网的溪流从地底喷涌而来，从远方
奔腾而来，从高原呼啸而来，汇聚
成湖泊，凝聚成浪潮，手挽着手，
肩并着肩，自西向东一路奔走呼
号，斩关夺隘，历经5464公里的
跋涉，最终在山东东营汇入大海。
我们56个民族也正是具有了母亲
河这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基因，
才能紧紧地抱在一起，“不管风吹
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库布齐沙漠曾经是沙尘暴发源
地。党的十八大以来，这里沿黄地
区的人民，发挥靠近黄河的优势，
治沙植草，硬是让风沙遍地的沙漠

有了绿色，成为世界范围内改造沙漠
的样板。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三盛
公水利枢纽，我们与当地的蒙古族兄
弟谈起库布齐沙漠治理的时候，一位
蒙古族女演员，高兴地唱起了脍炙人
口的“爬山调”：“昔日戏言身后事，
今朝都到眼前来。”“黄格澄澄荒原披
绿装，好日子从咱手手上来。”

甘肃景泰县黄河边上，我无意中
遇到了一位当了5年兵，复员后回到
农村的女青年，她的名字叫翟政娇。
当她知道我是从遥远的山东黄河入海
口而来，便给我讲了自己从部队复
员，励志回乡务农，创办了景泰县壹
丰种植养殖科普示范基地的故事。翟
政娇领着我们到黄河岸边的基地观
看。谁能想到，在满是石头的地块
里，也能长出山东的菏泽牡丹和香甜
可口的小金瓜。翟政娇告诉我，她是
黄河的女儿，黄河的女儿是任何困难
都吓不倒的。

黄河源头位于青海的腹地。在海
拔4610米的玛多县黄河发源地，我
们同守护这片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藏
族兄弟攀谈起来。他们说，非常自豪
能作为母亲河源头的保护者。守护了
这片美丽的土地，就是维护了56个
民族的祥和安宁。

走过黄河，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像东营自然保护
区的发展，小浪底水库、三门峡水电
工程、黄河壶口瀑布、碛口古镇、万
家寨水库、老牛湾水利工程、宁夏吴
忠和中卫的水利设施、青铜峡、刘家
峡水电站以及青海黄河源的保护等
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必须尽责
任。基于此，我先后将黄河源的保
护、沙漠治理、种质资源库的建设、
山陕大峡谷的树木保护、构建黄河流
域多民族共生共存的文化图谱等，写
成提案提交。不久前，农业农村部林
草局的一位同志还给我打电话，和我
沟通关于库布齐沙漠种草种树的事
宜。未来，我仍将为母亲河的科学发
展鼓与呼！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十年履职路 毕生黄河情
王树理

在辽宁省大连市西郊国家森林公
园深处，隐匿着一个“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的世外桃源般的浪漫村
落——甘井子区红旗街道刘家村。

总面积 8.16 平方公里的刘家
村，有着“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地域
特点，郁郁葱葱的原始植被保存完
好，生态环境优越，空气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近年来，刘家村凭借这一优
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快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

2009 年，红旗街道对刘家村原
有河道和果园进行治理疏浚，建造了
水域面积2万平方米、蓄水总量5万
立方米的人工景观湖，取名长青湖，
寓意“山水长青、幸福常在”。此
外，景区还包含4万多平方米的长青
湖公园、5公里长的自驾景观路及步
行木栈道各一条。公园内湖色宜人、
锦鲤成群，岸边人工栽植玉兰、红
枫、樱花、京桃、云杉、紫叶李、元
宝枫等树木70种7000余棵，绿化树
与原始植被相映成趣，形成一个天
然、绿色的生态氧吧，被誉为“都市

森林网红健身”打卡地，每年到访游
客达40万人。

多年来，长青湖景区以“绿色、
文化、健康”生态观光体验式旅游为
主线，充分利用近郊便利的优势，以
村庄自然风光为载体，融入品尝绿色
农产品、回归诗酒田园生活等元素，
从单一欣赏自然景观为主的“观光式
旅游”向包含吃、住、行、游、购、
娱等多元化的“度假式深度体验游”
发展，构建乡村旅游产业链，打造

“餐饮自采休闲化、生态疗养度假
化、文化娱乐生活化、康体运动全民
化”的联动发展旅游模式。

2018年，刘家村在长青湖公园
内投资创办集文创、休闲、网红经济
于一体的“果岸咖啡店”。咖啡店室
内室外面积约300平方米，共分为三
层，一楼散座、观景平台；二楼多功
能室、图书角、湖景阳台；三楼茶室
包房，满座可接待100多个顾客。咖
啡店直通长青湖岸，设有观光游船，
以方便游客泛舟湖上、投喂锦鲤，享
受诗意山水。

2021年，结合庆祝建党百年，刘
家村依托长青湖公园以及自驾景观路和
步行木栈道，建设了“十里党建长
廊”。整个长廊共分为“红色传承”“美
好向往”“产业发展”“使命担当”四个
板块，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书香文化
为主线、以服务全民为宗旨，将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绿色产业、建设
美丽乡村以及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体现得
淋漓尽致。

2022年，刘家村在做精做强生态产
业链的同时，适时推出“刘家村生态农业
认养基地”项目，开发建设了集休闲农
业、农事活动和生态旅游观光体验于一
体的认养综合体，打造乡村经济发展新
亮点，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子。认养基

地通过与认养人签订认养协议、悬挂认
养牌、一对一配置果树认养管家，及时发
布果树生长动态和农事活动信息，让认
养人第一时间了解掌握果树的生长过程
和管理状态。尤其是，认养人还可以自愿
参与田间劳作，感受农事劳作的愉悦，找
到属于自己的“乡野之趣”。

为进一步丰富“诗画刘家”内涵，
今年5月，刘家村又沿着自驾景观路两
侧开发建设“十里花廊”项目，千花烂
漫绵延10里，在4万多平方米土地上
种植大花萱草、鸢尾、步登高、二月
兰、向日葵等宿根花卉20余种、70多
万株，倾心打造景观式网红花海，让游
客寄情于山水、留影在花间，尽情体验
山水自然的独特魅力。

大连刘家村大连刘家村：：

乡野之趣乡野之趣，，美了游客富了村民美了游客富了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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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全村31户133
人，分别有张、欧阳、屈、车、邹、许、彭
7个姓氏。”以往谈及灰山村四组，江西省
湖口县舜德乡党政干部大部分都“摇头”，

“那是最破旧、最偏远、矛盾最多、基础最
差的‘四最村’。”

去年，灰山村四组被列为湖口县第一批
宅改试点村庄。“虽然前期做足了功课，但
是在上户走访的过程中还是遭受了不少白眼
和冷言冷语。”县政协委员、舜德乡党委副
书记盛月强坦言考验极大，“但好在我们运
用‘有事先商量’平台已经得心应手。”

“困难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迎难而
上。”座谈会上，九江市政协委员、舜德乡
党委书记谢胜彬态度坚决地说，“经乡党委
研究，决定将各方面条件最差的灰山村四
组列为我乡第一批宅改试点村，也是想借
此次‘宅改’的东风，彻底改变落后的现
状。”

村民们对将该村组作为首批宅改试点
村没有意见，对拆除乱搭乱建、治理沟渠
河道污染也非常渴望，但对拆除封闭院
墙、拆一户多宅却难以接受。县农业农村
局副局长郭小青针对村民们的顾虑、疑
问，一一耐心讲解。

“意见难统一是可想而知的，加上位置
偏远、交通不便、劳作方式落后、农作物
品种单一，这个村是典型的自给自足村
组。”县政协委员、县农业农村局经作站站
长余炼中为此建议，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
关系，在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的前提下，
盘活闲置资源，发展乡村经济，留住农村
的青壮年劳动力。

“要转变观念，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

村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县自然资源
局总规划师刘望来建议，在推进宅改中，通过
比对图斑，对村内所有可用土地进行全面梳理
和排查。

“‘宅改’固然是好事，最终目的是让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要想真正过上好日子，就不
能停留在过去种几亩地、养几头猪。”会上，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杨小伟建议，发展特色产
业，促进产业增值增效，创造更多就业增收机
会。

经过多轮协商讨论，最终就一户多宅、超
大院落、附属房空心房、村庄规划布局、未来
产业发展、群众筹资酬劳、历史遗留等20多
个问题达成共识，宅改工作顺利启动。

“多次深入实地调研、走访群众、召开
会议，但一直没有拿出令各方都满意的方
案。”在舜德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田彪春看
来，经历阵痛不可怕，关键要主动求变，

“协商议事会一次不行，就多开几次，多听
听各方意见，多商量总能拿出符合实际的工
作方案。”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年时间，拆除
“一户多宅”房屋9栋1200平方米，超面积封闭
院墙12处5320平方米，乱搭乱建附属房10栋
584平方米；盘活闲置房屋2栋，预留宅基地5
处，流转土地440余亩；建造蔬菜大棚60余亩，
生态采摘园3个。过去的“四最村”，摇身一变成
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参
观和研学的人们。

“困难再大、问题再多，只要肯俯下身
子，耐心倾听群众心声、呼声，总能找到解决
的好办法。”盛月强由衷称赞，“政协‘有事先
商量’是个听民意、解民忧、聚民心、助民富
的好平台。”

“四最村”变形记
本报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刘淑敏

“妈妈快看，紫水鸡的羽毛是
梦幻紫的，好美啊！”“是啊宝贝，
鸟儿是不会说谎的，只有环境优美
它才会安家落户。”10月23日，在
厦门市杏林湾园博苑湿地，一对母
子一边用望远镜观看紫水鸡和其他
野生鸟类，一边轻声地探讨着。这
一人与自然的美妙邂逅，是民进厦
门市委会推动“保护紫水鸡行
动”，持续践行“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理念的生动体现。

紫水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水鸟”。几
年前，厦门市民偶然在杏林湾一在
建工地旁观察到紫水鸡的身影，图
片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厦门市民以
及鸟类专家的关注，此前，它已在
厦门“消失”了140多年。紫水鸡
对生存条件要求极为苛刻，甚至可
以说它是一个城市生态环境的“晴
雨表”。此次在工地旁发现紫水
鸡，恶劣的施工环境让它面临着再
次“消失”的困境。由此，厦门市
观鸟协会陈志鸿、朱敬恩等民进会
员第一时间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民
进厦门市委会。

如何让珍稀水鸟留在厦门？
首先要保住它的家园。民进厦门
市委会马上行动起来，会员们轮
流追踪观察已发现的紫水鸡生存
情况，同时一份 《建议尽快采取
措施保护消失 144 年后复现的紫
水鸡等珍稀鸟类》 的社情民意信
息很快上报市政协、市委办。信
息建议，首先局部保留现有紫水
鸡生活的鱼塘和沼泽地；其次，
在附近的杏林湾园博苑生态岛划
出一片区域作为紫水鸡的“安置
房”；大量种植水烛草等紫水鸡喜
欢吃的水生植物让其“吃饱吃
好”。为确保信息建议能够及时提
供决策部门参考并实质推动工
作，该建议同时被民进厦门市委
会转化为会员中人大代表建议提
交市人大。

民进厦门市委会的努力很快
得到回应，厦门市政府一一采纳
了相关建议，相关部门拨出专款
在杏林湾园博苑营造了 3200平方

米的生态小岛作为紫水鸡栖息地；
种上了“水烛草”等10万多株水生
植物，并在此后的城市规划中更加
重视原生态湿地环境的保留、保
护。为了让紫水鸡在“安置房”真
正安居，民进厦门市委会又持续对
生态岛的具体管理提出建议，于
2021年向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
交了 《关于率先将鸟类指数纳入城
市生态环境考核指标的建议》 的提
案，得到相关部门采纳。

现在，据厦门市观鸟协会跟踪监
测，紫水鸡已经从厦门杏林湾园博苑
生态岛扩散至厦门市多个适合其生活
的区域，数量也从最初发现的3只增
加到 30至 40只，市民们几乎每天都
能在杏林湾湿地“偶遇”这些美丽的小
精灵。与此同时，在杏林湾园博苑生态
岛栖息的鸟类也已经达到上百种，其
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有13种，这
是厦门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的缩影。

“保护紫水鸡行动”是民进厦门
市委会参与厦门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建
设的一个案例。近年来，民进厦门市
委会利用自身优势，多领域、多角度
关注生态文明建设，针对海域和湿地
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开
展追踪调研建议，为厦门打造“高颜
值”生态花园城市贡献了力量。

“消失”140多年后
“世界最美水鸟”再回厦门

本报记者 照宁 通讯员 李明辉

82岁的老妈耳朵突然不灵便了，治
也治不好，助听器戴不习惯，老妈很是闹
心。

为了缓解老妈的焦躁情绪，我每天下
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陪她唠嗑。我问老
妈：“热不热，空调打开呀？”老妈手掌
弯成了勺状，帮助耳朵听声音，回我说:

“不饿，什么都不想吃。”我说：“晚上给
你熬绿豆粥喝，好吗？”老妈说：“你六
舅要来呀，那可太好了，我半多年没见
到他了。”这岔打得，让我啼笑皆非。

等到半夜，老妈拍我的门，问：
“你六舅走到哪了，怎么还没到？”我这
才想起来之前和老妈的对话，就爬起来
对着老妈的耳朵，告诉她：“六舅下周
才能来。”为了圆这个谎，我周日开车
下乡把六舅接了来，姐弟见面，高兴得
不得了。

六舅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发现他
和老妈说话交流得很顺畅。起初，我以
为是他们姐弟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后
来我发现六舅在和老妈说话的时候，总
是凑近老妈的耳朵，声音不大，但老妈
总是听得连连点头，并不断地回应着，
俩人唠得挺乐呵，其乐融融。

我向六舅取经，问他“为什么你说
什么老妈都能听得到”？六舅笑着告诉
我说：“我是在和你妈‘咬耳朵’呢！”

“咬耳朵？”我恍然大悟！从那以后，我
就学习了六舅的做法，没事就坐在老妈身边，靠着她的肩膀，
贴着她的耳朵说话。

一天下班回来，我发现妻子也和我一样，贴着老妈坐在沙发
上，给老妈讲单位年轻人谈恋爱请她当媒人的事。老妈一拍大腿
说：“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呀，这个忙咱得帮！”妻子又向老妈请教
做媒人的经验，两人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现在，不仅我和妻子，儿子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一家三口天
天和老妈“咬耳朵”。有时哥哥姐姐、侄子、侄女、外甥们来了，
都靠上前去，和老妈“咬耳朵”。老妈专注地听着大家的话，脸上
荡漾着快乐幸福的笑容。我想，我们说的话，老妈不一定完全听得
清楚，可她需要的是儿孙绕膝天伦之乐的老年生活，只要有人陪
伴，有人和她说说笑笑，总是幸福的！

多
和
老
妈
﹃
咬
耳
朵
﹄

刘
忠
民

紫水鸡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被
称为“世界上最美的水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