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值班主任/杨伟伟 责编/李彬 校对/胡颖 排版/刘颖 2023年2月8日 星期三 要 闻

正月初七，农历癸卯年的第一个工
作日，对于全国政协书院“委员读书漫谈
群”同样是一个新起始。

一大早，委员读书漫谈群群主、委员
读书活动指导组副组长叶小文就在群里

“鸣锣吆喝”：“人之能胜，胜在读书。今
天是漫谈群转入新阶段的首次线上活
动，读书要赶早，开工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按照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

指导组工作部署，1月20日晚关闭第十
期委员读书群后，继续保留“中共二十大
精神学习”读书群、“委员读书漫谈群”、

“战略对话学友谈”自约书群至2月12
日，邀请委员们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中共
二十大精神，回顾总结十三届全国政协
读书活动，交流读书心得，抒发履职感
想，对加强和改进读书工作提出意见建
议，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圆满收官营造良
好氛围。

其中，曾以不限主题、不限书目、“形
散神不散”而备受广大委员青睐的漫谈
群，在此次安排中承担了一项“温馨的任
务”：开设“我在政协这五年”专栏，邀请
界别委员代表入群发言，讲述五年来的
履职故事，每天上午9点正式开讲。开
设“我的读书故事”专栏，邀请委员读书
积极分子代表入群发言，每天下午3点
开讲。同时组织4次线上座谈，由各责
任单位委员读书活动负责同志分批入群
介绍读书活动的亮点经验与思考建议。

连日来，漫谈群内思绪纷飞，气氛热
烈。委员们积极发言，致敬过往，也致敬
未来。

作为“我在政协这五年”专栏第一位
开讲委员，许进认真回顾了本届在全国
政协参加的调研视察、座谈学习等经
历。2021年，许进参加了全国政协“学
习百年党史，增进‘四个认同’”党外委员

专题视察。“当听到百岁红军遗孀讲述的
革命故事时，我深受感动。晚餐后，我马
上完成《102岁红军遗孀呼唤丈夫：‘我
等了八十多年，你怎么还不回来？’》一
文，并将参观息烽监狱的感受写成稿件
《24岁的她因‘军统电台案’牺牲，留下
〈七月的榴花〉催人泪下》。这两篇宣传
中国共产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百年奋斗
历程的文章由人民政协网发表，多个主流
媒体转载，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讲
述中，许进还回顾了作为全国政协重大
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成员到基层政协宣
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录制
《委员讲堂》等视频的履职经历。他表
示，当好政协委员最首要的是坚定政治
立场，只有学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多
党合作的历史，从百年历程中领悟真理力
量，坚守信仰，才能更好地宣传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
聚共识等委员责任落到实处。

“在2019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
议‘委员通道’上，我向大家描绘了5G
网络、‘5G鸡’‘5G猫’创造的智慧数字
世界；在2020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
议期间，我获得宝贵机会和委员们一道
与习近平总书记共商国是，向总书记汇
报发展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建议；在委员读书活动中，我有
幸担任‘数字经济’等多个读书群群主，
连续两年荣获读书积极分子……”张云
勇委员在讲述履职经历时感慨道，五年
履职时光收获了历练成长，如同人生中
的里程碑，记忆犹新、自信自豪。

五年前，当闵庆文获知成为十三届
全国政协委员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
的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一名普
通的科研工作者走入共商国是的国家机
构；紧张的是，党对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前辈政协委员做出的优秀示范，让自

己忐忑能否承担好这一重大责任。”闵庆文
在讲述中透露，当时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辜
负希望，交上一份让政协组织、推荐单位和
社会各界满意的“答卷”。五年来，闵庆文
重点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国家
公园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区域生态保
护与建设三大主题，提交了15件提案，均
得到立案；不仅参加了全国政协组织的调
研视察活动，还进行了两次自主调研；担任
两期“乡村振兴”读书群群主，连续2年获
评委员读书积极分子；参加《委员讲堂》节
目录制……这份沉甸甸的“委员作业”浸透
了一名政协委员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拳
拳深情。

作为教育界别委员，刘林过去五年的
履职成果也颇为丰硕：“我围绕教育方面议
题先后牵头提交或联名提案49件，提出涉
及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改革创新的有关建议在制定《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和修订《职业教育法》时被
采纳；提出的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和完善
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大力发展老年教
育、科学规范非学科校外培训教育的建议
被有关部委采纳，收入到出台的有关政策
中……”

上午的履职故事动人心弦，下午的读
书故事同样精彩纷呈。

委员读书活动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创新
履职的重要品牌，已经成为广大委员们工
作履职的“新常态”、日常生活的“新内容”、
跨界交流的“新渠道”。

在“我的读书故事”专栏，杨建平委员
提到自己参加读书群和委员们集中学习
《寂静的春天》这本书的经历。在汲取美国
当年滥用农药引发环境灾难这一惨痛教训
的同时，杨建平还把读书活动引入实际工
作中，他在担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协会会
长期间，组织农药企业、合作社、药检所、农
技人员、食品企业、环保专家举办“万物生

长”网络直播节目，就“农药使用与食品安
全”开展对话，推动全社会关注农药减量使
用，关注食品安全，关注环境保护。他又牵
头组织政协委员专题调研农药产业绿色发
展问题，提交关于推动农药行业绿色发展
的报告。“政协五年，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
也是我收获最大的时期，更是我成长最快
的时期。政协的书香已经融化在我的血液
里，政协的书香将伴随我终生！”杨建平的
总结引发了不少委员的内心共鸣。

2022年 7月，全国政协启动“和全国
政协委员一起读书”的活动，邀请社会读者
与委员们共读书目，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
来自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的曲伟委员
主动报名参与。“我是科技界别推选的两位
委员之一。在社会读者微信群中，我负责
导读《伟大的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
制度》第六章。为了学习清晰、顺畅，我制
作了120余张幻灯片进行演示，使导读更
加清晰，便于互动。线上交流后，群主和相
关书友针对导读进行了热烈讨论，群主和
专家还做了点评，效果很不错！”曲伟认为，
通过带动社会读者群一起读书，共同回味
历史、面向未来，为更好地研究思考解决现
实问题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平台。

亲历三年委员读书活动的全国政协教
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吴昌德深切体会到，
委员读书活动是培育协商文化的重要载
体，读书群平台可以不受时间和距离的限
制，有想法有建议，随时随地都能交流，大
大扩展了参与发表意见的人数和容量。他
说：“政协委员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线上交
流迅捷方便、有来有往、平等议事、良性互
动、层层深入，加强了委员之间 的沟通交
流，开辟了涵养协商民主文化的新渠道。”

……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政协里的故事”还将续写，“故事里的政
协”依然精彩！

读书群里续写“政协情”
本报记者 刘彤

2023年4月6日，是人民政协报创
刊40周年的日子。40年来，我们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忠实地记录和报道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进
程；40年来，我们得到了各级政协统
战组织、民主党派及工商联和广大政协
委员读者的鼎力支持，结下了深厚友
谊，留下了无数感人故事。

为此，在喜迎创刊 40 周年之际，
我们特举办“我与人民政协报同行”征
文活动，期待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积极
投稿，讲述与人民政协报的难忘故事，
一同回望过去，擘画未来。

投稿形式：
与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相关的

文字稿件、图片等形式作品均可。

征集时间：
2023年2月8日至3月31日。
具体要求：
1. 征集对象：面向全社会征集，

个人、机构均可参加。
2.投稿信息应包括作者姓名、工作

单位、职务、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邮
编、电子信箱、手机电话等）。

3. 文字作品要求：原创散文、随
笔、访谈等，字数2000字以内。

4.图片作品要求：可为单幅或组图
作品，可配简单文字说明或文字故事，
以彩色图片为主 （请保存为 jpg 格
式）。拼接、特技、PS或运用图片软件
调节等任何非原始拍摄的改编作品不得
投稿。

投稿方式：
邮箱：rmzxbzw@163.com
备注：文件名含“作品名称＋作者

名字＋手机号码”
作品呈现：
1.将择优在人民政协报和人民政

协网所属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全媒体
渠道推出。

2.在庆祝创刊 40周年的主题作品
中，视情采用。

活动评选：
评选优秀作品，获奖者将获赠人

民 政 协 报 创 刊 40 周 年 文 创 产 品 等
奖励。

版权约定：
1. 活动参与者须对作品版权负

责，确保拥有完整的作品版权，包括但
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
权、商标权、音乐版权等。因作品上述
著作权等引起的纠纷，由投稿人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及相应损失。

2.凡参与征集活动，即视为授权人
民政协报、人民政协网及旗下所有平台
拥有对投稿作品的编辑权、使用权，被
授权单位可将投稿作品直接或剪辑（含
混剪） 后用于媒体宣传推广及网络传
播，且不需另付稿酬。

人民政协报社拥有对本次活动的最
终解释权。

人民政协报社
2023年2月7日

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

“我与人民政协报同行”征文启事

本报讯（记者 范文杰）2月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
召开住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议听取部分住宁全国政
协委员对政协工作的意见建议，听取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
会提交全国两会提案素材的准备情况。自治区政协主席陈
雍指出，要在履职实践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努力使
思想、能力、行动跟上中共中央的部署要求和人民政协事
业发展需要。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置身伟大时代，投身伟大事业，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对于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与会委
员表示，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
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聚精会神参加
会议，严守纪律规矩；要高质量建言资政，积极发言发声，
把宁夏的发展诉求、宁夏人民的心声反映上去；要精心准
备，力争提出高质量提案，更好助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

陈雍要求，自治区政协有关部门要加强与住宁全国政协
委员的沟通联系，定期、不定期开展走访活动，主动关心委
员工作和生活情况，及时听取意见建议。要精心组织好住宁
全国政协委员的调研、视察等活动，协助、支持委员利用提
案、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

宁夏政协召开住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

置身伟大时代 投身伟大事业

本报讯（记者 李宏） 2月7日下午，浙江省政协召开
住浙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听取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
报，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明确职责任务、凝聚履职合力，
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更
好担当尽责做准备。浙江省政协主席黄莉新主持并讲话。

黄莉新说，今年全国两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之时召开的，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希望住浙全国政协委员全面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二十大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认真参加全国两会，积极履行委员职责，努力交出高
质量履职答卷。

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光到会通报浙江省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浙江省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相关情况并与委
员互动交流。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作交流发言。

浙江省政协召开住浙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

努力交出高质量履职答卷

本报讯 春节刚过，大连市
政协副主席岳君年主持召开会
议，与市政协农业农村委的同志
一起，以深入学习开拓思路，查
找工作短板和不足，围绕进一步
增强履职实效，更加精准地围绕

“三农”工作建言资政，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在大连落地生根进行
谋划。

大连现有农业人口 210 万
人、耕地623万亩。如何借乡村
振兴“东风”，走活“三农”这
盘大棋，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五年一件事，一抓抓一届。
2018年至2022年，市政协聚焦

“三农”问题，围绕“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

战略20字方针”，一年一度以召
开双月协商座谈会等形式分题开
展协商，5年间委员建言屡屡得
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
重视和批示，一些意见建议已经
实现成果转化、相继落地生效。
2022年，大连市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达到 24759 元，比
2017年增加7946元，增幅超过
40%，年均增长近9%。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今
年，协助党委政府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
富足，仍然被市政协纳入履职

“大盘”，将围绕“加快推进种业
振兴，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开
展专题协商；围绕“促进农业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产业振兴带
动乡村振兴”开展专题调研；围绕

“以农产品品牌建设引领乡村产业
振兴”开展民主监督；围绕“推动
农村宅基地改革，促进乡村产业发
展”等开展监督性视察，运用多种
履职形式，为推动全市乡村振兴工
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政协智慧”。

“真正吃透中央精神，切实把
住大连乡村振兴的‘脉’，抓住实
现生活富裕的‘根’。”岳君年提
出，要结合学习贯彻近期有关会议
和文件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界别优
势，找准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的切
入点，进一步加强与各民主党派、
涉农区（市）县政协及相关职能部
门的沟通联系，携起手来、躬身入
局，共同书写大连“三农”发展新
篇章。 （周义 吕东浩）

五年一件事，一抓抓一届

大连市政协用心用情做好“农”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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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入夜之时，我接到非遗专家田青先
生的短信：“星云大师刚刚（下午五点）圆寂了！”

我不敢相信，愿是误传。纵然不敢相信，我
旋即接到了台湾佛光山的讣告，心中悲痛不已。

星云大师，您在冥冥之际，是否也去看了人间
的元宵灯会呢？我在泪眼蒙眬中，分明看到您的身
影了。元宵节灯火辉煌、歌舞腾欢、火树银花、飞歌
艳舞，而您走了，“更吹落，星如雨”，“笑语盈盈暗香
去”。流光之间，仿若看到您生命斑斓的绽放。阑
珊之处，愈发见到您一生旅途中无数的精彩。

我曾担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推动两岸佛
教交流是职责所系，因此有缘与星云大师交往甚
多。星云大师曾对我说过，佛教讲世间的“八苦”
之一“苦”，是“爱别离苦”。爱得越深，思得越切，
别得越久，苦得越重。中华民族本是一家，两岸骨
肉同胞长期不能团聚，乃国之大殇、乡之深愁。我
在大师身上，感受到他那深切的思乡之情，以及一
颗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望共圆民族复
兴梦，虔诚善良的佛教徒的赤子之心。

还记得，在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发表了抒
发乡愁的诗《行路难》后，我收到星云大师发来
的诗——

今日江东，未曾改变大汉雄风。大汉名声
如雷贯耳，茱萸宝莲遥遥相望。汉唐子嗣，今朝
可望；楚汉子弟，引首顾盼，望早归乡；

回首江南，江南紫金山，孙中山先生声望仍
隆。两岸人民，寄予尊重。春有牛首，秋有栖
霞，雨花红叶，回首难忘；

欲去江西，一花五叶，禅门五宗的文化，至
今人人都向往。江西得道的马祖，洞庭湖的石头

（石头西迁禅师），多少人在‘江湖’来往。临济儿
孙满天下，庐山的景光迷蒙，何愁江西无望；

再去江北，汉朝淮阴侯，现代周恩来，人文
荟萃的地方。江北盐城是丹顶鹤的故乡。扬州
仙女庙，鉴真图书馆，与镇江金焦二山隔江相
望。扬子江风光依旧，扬子江的母亲，思念云水
天下的游子，回乡探望……

我回复道：“大师行路何惧难，爱国思乡梦
能圆。安得迢迢路千里，眼前翩翩一少年。”

我曾率团访日，那时星云法师到大陆不便，
闻讯专程从台湾赶到日本，陪我同游富士山，至

“五合目”饮茶叙旧。我们默默对坐良久，百感
交集，却又相视无言。这是怎样的“爱别离苦”
的乡愁？我写了首小诗回忆当时情景：“男儿有
泪不轻弹，英雄一怒喷火山。无情未必真豪杰，
尚留泪痕挂山峦。五合目外春尚寒，一饮君茶
暖心间。异国更有思乡苦，万语千言却无言。”

几年前，星云在台湾突患脑溢血，打开脑盖骨抢救，奇迹般地痊愈了。
那年国庆假期，我接到佛光山妙士法师的电话，说“星云大师回到宜兴的大
觉寺了，想见您。”我和夫人立即从北京赶去看望。星云大师说，“我这次回
来，就不想走了，叶落归根嘛。但医生说我这个病，在台湾的气候里疗养更
好，只好走。临走前，我要和你见一面啊。”我知道大师念旧友、思乡愁，就用
大提琴给他老人家演奏了一首《牧歌》。他静静地听着，眼里似闪着泪花。

今年大年初六，我接到台湾妙士法师的短信，说“会将您文章念给大师
听，我在台湾。”我即回复，“妙士菩萨念妙音，大师吉祥又安康。”元宵节下
午，妙士突然向我要地址，说“有文件要寄给您，寄到哪呢？”我知道，星云大
师又想念我了，是不是又要我去看他？

星云大师常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是的，弘扬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华
文化优秀传统，可以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
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
力。我脑海里常能想起他的话，感悟到一个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希
望共圆民族复兴梦，虔诚善良的佛教徒的赤子之心。

数年前，台湾有人企图通过“入联公投”绑架民意搞“台独”，挑起两岸冲
突。星云法师针锋相对，在台北举办数万人的“佛光山祈祷两岸和平大法
会”，还从大陆请了一尊“和平钟”。他在会上赋诗云：“两岸尘缘如梦幻，骨
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我也以诗相和：“一湾浅
水月同天，两岸乡愁夜难眠；莫道佛光千里远，兄弟和合钟相连！”“入联公
投”之前，星云法师在台湾“英雄一怒喷火山”了，他公开发表文章说：“既然
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的条件，就不要用公投来欺骗老百姓，现在台湾需要的
是经济发展，是安定与和平，所以千万不要再无端制造麻烦，大家应该体念
台湾得来不易的现有成就，不要将之毁于一旦。现在我们要让台湾和谐，就
不要公投；要让台湾成长，就不要公投；要让台湾人民安全地生活，就不要公
投；要让台商在中国能平安的发展，就不要公投”，“中国现在改革开放，扬威
国际，这是中国人团结的大好机会。中国能和平统一，不但是海峡两岸人民
的幸福，也是旅居海外一亿多华侨的希望。”

还记得，我刚当宗教局长不久，赵朴老就曾特地给我看过两幅他分别于
1993年和1994年赠予星云大师的诗词墨宝，其中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
九日赠星云大师》缘起“星云大师来金陵省母，余藉缘南下与师相见，共叙昔
年‘千载一时，一时千载’之语，相视而笑。得诗两首，奉乞印可”。

朴老是在以诗示我，尽管海峡两岸还处于分离状态，但毕竟是一家，迟
早要统一。有佛法就有办法，可以“法炬同擎照海天”；有高僧就有努力，“好
从当下证菩提，精进共相期”。

还记得，2004年，当时已久病不起的赵朴老不顾医生劝阻，坚持亲自到香
港为佛指舍利赴港主礼。当时我陪着朴老，会见专程从台湾赶到香港的星云
大师。只见二老紧握双手，互相凝视，百般感慨，尽在不言中。良久，朴老才
深情地对星云说，“医生们都不许我远行。其实我哪里是只为送佛舍利过来，
我是要和你见一面啊！”闻此言，我感动不已，朴老这是在言传身教开示我，作
为大陆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一定要和台湾高僧以诚相待、深交朋友啊！

还记得，朴老九十一岁时，曾手书一幅大字赠送“星云大师印可”，上面
写着“富有恒沙界，贵为人天师”。而星云大师回忆，“当赵朴初居士九十几
岁逝世的时候，我不能前去为他奔丧，只有亲自题写一幅‘人天眼灭’，托人
带去北京，表示哀悼。多年后，我到大陆去访问，在他的灵堂前，看到我写的

‘人天眼灭’还挂在中间，他的夫人陈邦织女士接待我，带我参观他的故址家
园，让我怀念不已。赵朴初居士，这也是现代的菩萨。”

星云大师与赵朴老，是当代中国佛教的两颗巨星——闪烁在海峡两岸，
照耀在天地之间。一个“贵为人天师”，一个“人天眼灭”。这岂止是“惺惺相
惜”？实乃“星星相耀”满目辉！

星汉暂灭，万里长天空寂一瞬；云霞灿烂，一代高僧光耀万年。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写于2月6日凌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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