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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汉冶平，北有本溪湖。”在辽宁这

片经历过辉煌的土地上，有这样一座闻名遐

迩 的 煤 铁 之 城—— 本 溪 。“ 本 钢 钢 材 造 就 了

新 中 国 的 第 一 支 枪 、 第 一 门 炮 、 第 一 艘 潜

艇 、 第 一 辆 解 放 牌 汽 车 、 第 一 枚 运 载 火 箭 ，

助 力 辽 宁 铸 就 了 共 和 国 长 子 的 担 当 和 辉

煌。”谈起家乡，李萌娇骄傲地说。

在 李 萌 娇 的 身 上 ，“ 本 本 分 分 做 人 ， 点

点 滴 滴 做 事 ” 的 本 溪 精 神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体

现。从 2000 年成为辽宁省政协常委，到成为

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25 年来，她

扎根实践深处，倾听基层百姓的声音，将辽

宁振兴发展的责任放在心间，把百姓最关心

的事情反映上去，把党中央对辽宁振兴发展

的关心与支持传递下来，不遗余力做好委员

工作。

为家乡做事，为家乡做实事，成为李萌

娇 25 年 委 员 工 作 的 信 条 。 围 绕 推 动 辽 宁 东

北 老 工 业 基 地 转 型 发 展 ， 她 提 出 多 件 提 案 ，

涉及居民养老、乡村振兴、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特色农业产业、青少年身心发展等多个

方面，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她希望通过燃

烧自己的光和热，为辽宁全面振兴作一些应

有的贡献。

人民群众“贴心人”

“ ‘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 ’， 养 老 是 重 要

的民生工作，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期盼。在民

生保障方面，我最关心的是养老问题，特别

是 独 生 子 女 家 庭 养 老 的 问 题 。” 这 与 李 萌 娇

曾 经 在 本 溪 市 计 生 委 工 作 了 七 年 的 经 历 有

关。基层的工作经历让她意识到，独生子女

父母的养老问题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

在农村调研养老问题时，李萌娇注意到

农村彼时的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都面临着

养 老 困 境 。“ 当 年 本 溪 市 的 政 策 是 独 生 子 女

家庭多给半分田或一亩田，但是随着农民岁

数越来越大，种不动地了，这些多出来的土

地对于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来说，反而

成 为 了 一 种 负 担 。” 李 萌 娇 深 切 感 受 到 农 村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焦虑，解决独生子女家

庭养老问题的需求异常迫切。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问题越

来越受到关注。早在 2000 年，辽宁省政协常

委李萌娇就提出了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

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她认为，独生

子 女 父 母 的 养 老 问 题 ， 没 有 远 虑 必 有 近 忧 。

而 对 于 人 口 持 续 减 少 的 东 北 老 工 业 地 区 来

说，养老服务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服

务如何满足群众需要、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和

幸福感，显得更为迫切。

20 余年间，李萌娇一直将养老问题记在

心间。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2018 年

全国两会前夕，李萌娇遍访所在的本溪市各

大社区和养老机构，通过“陪聊”听取老年

人的心声和需求，耐心做起了老年人的“贴

心 人 ”。 通 过 深 入 调 研 ， 她 了 解 到 ， 养 老 院

的老人对于居家养老的需求在逐步上升，听

到 “ 民 众 声 音 ” 的 李 萌 娇 撰 写 了 相 关 提 案 、

并多次修改，希望能传达好来自基层最真实

的声音。2018 年李萌娇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

交的第一件提案，就是 《建立和完善独生子

女 父 母 养 老 服 务 体 系》， 并 提 出 了 “ 社 区 护

工职业化，职业学校设立护工专业，提高社

区养老服务功能”等建议，该提案一经提出

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 听 到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提 出 ， 要 发 展 居

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推进医养结合，提

高养老院服务质量等，我更加坚定了推动解

决 养 老 问 题 的 决 心 。” 在 之 后 几 年 里 ， 李 萌

娇持续关注着养老问题，先后提出了加强社

区养老能力建设；多渠道、多层面地解决养

老需求，将介护纳入养老保障体制等多个涉

及养老问题的提案，持续推动解决养老问题

落地见实效。

家乡发展“代言人”

本溪这座百年煤铁之城经历过辉煌，如

今正在经历阵痛过后的积极转型。历经百年

风华，本溪在党的十八大后迎来华丽蜕变。

每当谈起家乡本溪，李萌娇总是难掩激

动 之 情 ，“ 我 对 这 片 土 地 爱 得 深 沉 ， 本 溪 秀

水 青 山 、 物 华 天 宝 ， 是 这 样 的 让 人 看 不 够 ，

爱 不 够 。” 作 为 本 溪 人 的 李 萌 娇 ， 有 着 深 厚

的乡土情结。多年来，她为家乡代言，将本

溪的故事通过全国政协的平台传播出去，将

大美本溪展现到世人面前。

本溪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存在着困扰

辽宁振兴发展的共性问题，这就是李萌娇口

中 所 说 的 “ 历 史 包 袱 ” 问 题 ： 基 本 养 老 、

“ 三 供 一 业 ” 厂 办 大 集 体 等 历 史 包 袱 沉 重 。

所 谓 的 “ 三 供 一 业 ”， 是 指 供 暖 、 供 气 、 供

热和物业，类似这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过

去 一 大 部 分 由 企 业 承 担 。 现 在 把 “ 三 供 一

业”都移交给地方政府承接起来，存在着很

多客观困难，需要国家加大扶持力度。同时

由于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下岗职工多，市场

化进程不够完备，养老金足额发放的压力很

大 。 这 些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制 约 了 东 北 经 济 的

发展。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李萌娇抓住一切机

会反映相关问题。

“ 在 财 政 部 座 谈 会 上 ， 我 以 本 溪 为 例 ，

把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困境如实地进行了

反映。哪怕有一丝一毫能够解决的机会，我

也 要 尽 全 力 抓 住 。” 李 萌 娇 在 发 言 的 过 程 中

极力克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以有理有据的建

言引起了财政部门的重视。当年全国两会闭

幕后还不到两个月，李萌娇就收到了关于解

决本溪市养老金累计缺口建议的回复，她难

掩 激 动 ：“ 能 够 在 推 动 本 溪 市 养 老 金 缺 口 的

问 题 上 助 一 把 力 ， 我 感 到 很 兴 奋 。” 如 今 ，

在 国 家 财 政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 本 溪 市 基 本 养

老 、“ 三 供 一 业 ” 厂 办 大 集 体 的 问 题 得 到 了

一定程度解决，李萌娇为自己作为全国政协

委员所做的工作感到欣慰。

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的 6 年间，李

萌 娇 带 着 建 设 家 乡 、 反 哺 家 乡 的 责 任 和 热

情 ， 先 后 提 交 了 《数 字 化 助 力 实 现 乡 村 振

兴》《将 本 溪 县 和 桓 仁 县 等 革 命 老 区 的 消 费

帮 扶 产 品 统 一 纳 入 “832” 脱 贫 地 区 网 络 销

售 平 台》《构 建 1 小 时 慢 行 交 通 通 勤 圈》 等

推动家乡全面振兴的提案。其中，关于本溪

桓 仁 大 雅 河 蓄 水 电 站 的 建 议 已 经 得 到 了 落

实，总投资 109.56 亿元的大雅河抽水蓄能电

站项目已于 2023 年 9 月开工建设。预计项目

建 成 后 ， 年 抽 水 电 量 为 21 亿 千 瓦 时 ， 年 发

电 量 为 16 亿 千 瓦 时 ， 将 承 担 起 相 关 区 域 的

调峰、填谷、调频调相、负荷备用以及事故

应急备用等重要任务。

履职工作“有心人”

回 望 履 职 之 路 ， 李 萌 娇 感 慨 道 ：“ 政 协

委 员 的 身 份 伴 随 着 我 已 经 走 过 了 25 个 年

头。”

初心不因来路迢遥而改变，使命不因风

雨 坎 坷 而 淡 忘 。 回 首 作 为 政 协 委 员 走 过 的

路，有过艰难，有过坎坷，有过欣喜，有过

失落，这些都成为李萌娇政协委员工作履历

中难以忘怀的经历。

6 年 来 ， 收 获 最 大 的 是 履 职 工 作 的 丰 硕

成 果 ， 而 李 萌 娇 最 意 外 也 最 荣 幸 的 收 获 之

一，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担任了全国脱

贫攻坚奖的评委。彼时，她不仅参加了全国

脱贫攻坚奖的初评和复评工作，还亲自赴青

海对其中 5 名初评入选候选人 （组织） 进行

了 零 距 离 接 触 和 深 度 调 研 考 察 ， 最 终 也 从

6000 多名候选人中评选确定出了最后一届全

国脱贫攻坚奖的奖项获得者。

当李萌娇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这些同志

站在全国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那高高的领奖

台上时，丰收的喜悦、沉甸甸的荣誉让她觉

得与有荣焉、幸甚至哉，这也是她最可贵的

经历，也让她深切感受到，政协委员不是光

环，不是荣耀，更是一份担当和责任。

“ 在 调 研 履 职 工 作 中 ， 我 也 会 遇 到 各 领

域、各部门沟通协调中的一些困难，但每当

遇到困难时我都会告诉自己，我不但一头连

着百姓的呼声需求，更是一头连着国家的治

理、社会的发展。因此，多调研多思考多沟

通，把看问题的视角与社会现象、有关部门

工作更多地融合，把百姓的呼声与需求同有

关部门的工作实际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找

到一个更好的结合点，是我几年来不断向前

的动力。”李萌娇说道。

“ 我 会 充 分 履 行 政 协 委 员 的 职 责 ， 把 党

中 央 对 辽 宁 振 兴 发 展 的 关 心 支 持 传 递 下

来 ， 把 辽 宁 振 兴 发 展 和 家 乡 的 变 化 宣 传 出

去 。” 李 萌 娇 表 示 ：“ 在 未 来 的 日 子 里 ， 始

终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 ， 为 政 协 工 作 作 出

应有的贡献。”

李萌娇：本色不变 溪流汇海
本报记者 孙琳

初识李萌娇委员，是在全国政协十

三届一次会议上。当时，记者正苦于一

个民生话题找不到委员采访。

“你可以尝试联系李委员，她是来自

基层一线的委员，特别关注民生话题，

特 别 愿 意 为 基 层 发 声 ， 履 职 十 分 有 热

情。”有工作人员向我推荐采访李萌娇委

员。正是这一次采访，让记者有机会走

近了她。

从十三届全国政协到十四届全国政

协 ， 从 一 头 黑 发 到 一 头 银 发 ， 多 年 履 职

路，李萌娇一直走在基层的路上。

在交管局车管所大厅，她向工作人员

认真询问一窗通办、一网通办的情况；

在居民社区，她走进百姓家中慰问孤

寡老人，了解居民生活所需；

在养老机构，她耐心询问老年人所想

所需，了解养老机构发展中的困难……

正是在基层不辞辛苦的行走间，在与

百姓贴心的询问中，李萌娇被亲切地称为

社区群众的“贴心人”。

回顾 25年的委员履职路，李萌娇感慨良

多：“委员的身份已伴随着我走过了25个年头。

时间越久，越能深刻领会到委员身份的含义。政

协委员不是光环，而是一份责任与担

当，它一头连着百姓的呼声需求，一

头连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我

要做好这个连接人，发挥好委

员的光和热。”李萌娇的话语

中带着坦率与真诚。

在深入基层中贴近
本报记者 孙琳

李萌娇

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民盟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民盟本溪市

委会主委，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

“在办公室是坐不住的，一定要到实地、

到 现 场 去 ，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为 居 民 做 一 些 事

情。”扎根社区 16 年，王小雨始终围绕着社区

工作打转。她短发齐耳，步伐矫健，说话干脆

利落，干事雷厉风行，用脚步丈量着与人民群

众的距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实事。

作为政协委员，王小雨坚持把政协履职与

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委员工作室”

召集人作用，积极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

造”行动，让“幸福里食堂”飘香，让“云广

播”送“暖”，让“共享花园”添绿，推动社

区共建共治共享。

香气飘飘的“幸福里食堂”

“玲玲啊，现在社区有了‘幸福里食堂’，

离家不到五十米，我想吃什么有什么，还可以

送餐上门，你在外放心工作，别牵挂着我……”

在荆门市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展演中，这段

情节生动表现了掇刀区白庙街道月亮湾社区幸

福里食堂开办后的惠民暖心画面。幸福里食堂

是王小雨在组织部门、民政部门等大力支持下

联合委员企业创办的，目的就是满足老龄化社

区老人的就餐需求。

月亮湾社区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60

岁以上老年人达 2000 余人。在收集社情民意

的过程中，居民普遍反映年纪大了，子女不

在身边，一日三餐的“买洗烧”成为生活一

大难题。与此同时，王小雨还发现，许多社

区养老服务驿站为老年人提供的就餐服务基

本上没有盈利。让其健康长效运行下去，资

金成为大难题。为此，在 2022 年荆门市政协

十届一次会议上，王小雨提交了 《关于给予

社区老年食堂政策扶持的建议》，建议政府研

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结合全市党员干部下

基层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实践活动中收集的

意见建议，提案承办单位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落实。

幸福里食堂怎么建，居民群众说了算。在

制订幸福里食堂建设运行实施方案中，王小雨

组织并参与专题座谈会 13 场次，邀请辖区退

休干部、政协委员、党员和居民代表座谈“问

策”。围绕食堂选址、装修风格、资金来源、

设施配备、合作方式和饭菜定价等方面，发放

调查问卷，充分采纳群众意见。最终，向荆门

石化争取到辖区约 500 平方米的一处闲置场所

改造食堂，引进本市品牌餐饮企业进驻运营，

面向社区老人和居民提供全天候助餐服务，60

岁以上老人均享有敬老优惠，对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等。

月亮湾社区“幸福里食堂”于 2022 年 8 月

开业，深受居民欢迎。“幸福里食堂能吃到幸

福味道，让我们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幸福。”就

餐的老年居民表示。在王小雨的建议下，2024

年春季，月亮湾社区“幸福里食堂”还增加了

儿童游乐区，让前来的大人和小孩“各取所

需”，得到多方好评。

目前，“幸福里食堂”已在荆门市进行推

广，荆门中心城区基本实现全覆盖。

温情服务的“云广播”

“为了给莘莘学子创造一个良好而有序的

备考环境，让他们能够在考试中发挥所长，月

亮湾社区倡导广大居民朋友从今天起至 6 月 9

日高考结束期间注意以下几点：请家中喜欢跳

广场舞的中老年人在高考前夕及考试期间，不

跳广场舞；请将家中的电视、音箱等发出声响

的电器音量调低，避免对考生产生干扰……邻

里友爱、助力高考！”

这是 2024 年 6 月高考前，月亮湾社区利用

“云广播”播报 《倡议书》 助力高考的一幕。

“我们这里老人多，又多用老人机，社区

很多信息无法及时通知到所有居民。工作人员

每次都要拿着喇叭走街串巷提醒，一句话的事

往往要花上小半天，既耗时又耗精力。”王小

雨说。在一次市政协界别活动中，王小雨与市

政协委员、荆门移动东宝分公司副总经理陈黎

明结缘，几经交流，双方达成一致在社区探索

实施智慧社区建设，在小区安装智能门禁紧急

求助报警、云广播等智能设施，保障社区居民

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征集居民意见时，有居民表示，“我觉

得‘云广播’相当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安？”

“什么时候播？播什么内容？会不会扰民？”

“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就大家关心的问题，

王小雨、陈黎明等人一一回应，经讨论都得到有

效解决，给居民们吃了个定心丸。

很快，月亮湾社区的“云广播”上线了，亲

切的服务声经常响起——“陌生电话不牢靠，寄

钱汇款是圈套……”“请居民朋友报名参加社区

首届邻里节暨重阳节活动，届时有磨刀、理发、

小家电维修等服务，还有健康义诊……”

“居民通过广播可以及时收听新闻联播、就

业创业等最新讯息，还有失物招领、生日点歌、

节庆祝福等温情服务……”王小雨说，“我们这

个‘云广播’越用越灵活，越用越有温度。”

“种植”幸福的“共享花园”

2022 年 3 月起，王小雨多了一个新身份——

“月亮湾社区委员工作室”召集人。她将履职与

工作有机结合，带领工作室委员，联动部门、社

区、社会组织及群众，围绕居民身边的急难愁盼

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行动。2 年多来，

工作室收集各类群众诉求 260 多条，通过政协搭

台、部门支持、委员助力、群众参与的形式，及

时有效解决了消防通道占用、楼宇门损坏无人维

修、晾晒设施缺乏等 130 多件居民身边事、烦

心事。

其中的“共享花园”，特别值得一说。

作为一个老旧小区，月亮湾社区的基础设施

不够完善，许多楼栋前的花坛不是长期荒废就是

被居民用来种菜，影响了社区整体环境。

为了打造美好环境，在王小雨的带动下，月

亮湾社区委员工作室采取“政协委员+社区居

民+全过程参与”的方式，共同商议社区环境改

造办法，确定将这些地方改造成社区的“共享花

园”，为每个花园征集认领人，以认领包责任区

的方式负责“共享花园”的建设打理及周边卫生

的维护。

在社区、委员的倡议带动下，居民主动将花

坛里种的菜移除，大家齐动手，清理杂物，平整

沟道。梁金发、雷焕林、洪富天等居民主动认领

共享花园的日常维护。山茶花、洋牡丹、月季

花，一个个漂亮的小花园呈现在大家面前，路过

的居民纷纷驻足欣赏。共享花园旁时不时传来大

人、孩子的拍照声、欢笑声。

小小花园，进一步凝聚社区居民自治共识，

激发自治热情，让居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

“参与者”，大家笑着称这是“种”幸福。

“ 政 协 委 员 履 职 和 社 区 工 作 有 很 多 相 似 之

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大家一起协

商，借助各方的资源和力量解决问题。”王小雨

表示，将继续把委员履职与社区工作有机融合，

共同缔造居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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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雨

湖北省荆门市政协委员，荆门市

掇刀区白庙街道月亮湾社区党总支书

记、居委会主任。

2023 年 8 月 30 日，李萌娇 （右一） 在交管局车管所调研公安交管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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