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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共建建共共享享和和谐谐幸幸福福铜铜川川

铜铜 川川 日日 报报 社社   宣宣

        张张红红  摄摄

　　“雨季即将到来，咱们消防工作做了哪些准备？
消防员的安全保障做得如何？”
　　“长期在训练和备勤，家里有哪些困难？”
　　“进站购票可以优先吗？”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广西来宾市
副市长杨远艳来到来宾市消防救援支队走访，从专
业装备的性能配置到消防指战员的备勤和日常生
活，杨远艳看得仔细、问得认真。
　　“我的提案都来源于对工作和联系界别群众
的观察和思考，田间地头、厂矿企业都是我履职调
研常去的地方。”从一名京族女大学生成长为全国
政协委员，杨远艳已经在广西边境地区工作20多
年。作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每年都会提
交3至4件提案，传递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层
一线的声音。
　　长期在边境地区部门工作，杨远艳与消防救援
部门经常有工作联系，消防救援人员赴汤蹈火、不畏
牺牲、竭诚为民的精神风貌让她印象深刻。
　　“2015年，消防员杨科璋在火场踩空坠楼的一瞬
间，用自己的身体作为缓冲救护了2岁女童，自己却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样的事迹一直萦绕在我心
中，我想我们应该为这个群体做更多的事情。”杨远
艳说。
　　“大家都觉得生命可贵，为什么他们能够逆行？”

“消防指战员是否会对职业前景担忧？”“工资福利和
职业荣誉是否能保障？”……在多次走访消防队伍、
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的实际情况、与
消防指战员的一次次交流中，杨远艳认为要提升消
防救援队伍职业荣誉感，需要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大

宣传表彰、落实优待保障、提高工资待遇等多方面着
手落实。她于2022年两会期间提交了《关于提升消
防救援队伍职业荣誉感的提案》。
　　这份提案得到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的答复，有关
部门正加快推动设立“中国消防员节”，并完善消防
职业荣誉制度。听到杨远艳传达的好消息，消防指
战员们倍感振奋。今年1月，该提案获评全国政协
2022年度好提案。
　　作为少数民族界的政协委员，杨远艳对边疆社
会经济和少数民族发展问题尤为重视。到群众身边
去、与群众“聊”是她收集线索的重要工作方式。
　　关于加大对边境少数民族山区乡村振兴建设工
作支持的提案就是她深入基层“聊”出来的成果。
2018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杨远艳更加频繁地
往返于广西的千里边境线，和边民互市贸易区的搬
运工人聊货运量的增长、与落地加工企业负责人聊
政策支持、跟边境村屯群众聊生活变化。
　　“享受互市贸易政策的商品种类能否再扩大一
些”“现在贸易量那么大，以前修的路还得再拓宽”

“进口的农产品很多，但本地的加工能力跟不
上”……一条条意见和建议汇集成她组织提案的
线索。
　　经过深入调研和思考，2021年两会期间，杨远艳
围绕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边境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倾斜和培育落地加工产业提交了提案。
　　“提案很快得到相关部委的回复，将采取逐年增
加财政转移支付，将边境高速路和高铁列入重大规
划，加大边境地区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投入等一系
列针对性措施。”杨远艳高兴地说。

　　通过接地气的调研，在履职的5年时间里，杨远
艳提交了完善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互市贸易政策、
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大人口较少民族文化
保护等20多件提案。
　　今年杨远艳又当选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
为出席今年的政协会议准备了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加快建
设民族团结示范区方面的提案。
　　过去的一年，她利用在北京挂职的机会，参加了
多场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家研讨会和
专题协调会，将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吸纳到提案中。
　　“例如一些专家讲到的各民族交往交融史对维
护边疆民族地区团结的现实意义等内容是对我们基
层调研的有益补充。”杨远艳说。

【记者手记】

　　跟随杨远艳到基层调研，发现富有亲和力和观
察力，是她履职的两大优势。
　　在田间地头、厂矿企业跟群众交流，她是关心
大家的老朋友；倾听边贸企业老板的心声，帮着梳
理问题，她是大家的主心骨；反馈提案建议的相关
进展，她是党委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她问得仔
细，听得专注，一阵寒暄、一次短暂交谈，甚至是一
户人家春联内容的变化，都能成为她履职的一部
分。这些看似平常的情景，正是政协委员履职尽
责的生动体现。
　　正如杨远艳所说：“到群众中去、讲群众的话、想
群众的事，就是我对自己履职的要求。”
          （新华社南宁2月16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杨远艳：

到群众中去、讲群众的话、想群众的事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石油石化产品的生产加工位居工
业产业链上游，它们的产销情况是衡量
经济活跃度和企业发展信心的重要指
标。年初以来，记者深入吉林油田、吉
林石化、吉林化纤等大型企业，发现这
些企业纷纷开足马力，扩产提量，各类
产品销往全国，一派火热景象。
　　2023年1月，吉林油田生产原油41
万吨，同比增长1.48%，生产天然气9183
万立方米，超计划5.79%，实现了生产

“开门红”。原油生产企业往往“以销定
产”，产量增加预示着下游产业正在加
快发展。
　　虽然立春节气已过，但天气依旧寒
冷。在吉林油田新民采油厂，36号承包
班组工人成华广和工人们冒着严寒加
紧作业。当前低温天气持续，冻土还未
融化，作业人员正在加快施工节奏，最
大限度抢出低洼地带工作量。
　　1月以来，企业组织钻井、压裂、修
井、试井等各类施工队伍388支，大家开
足马力、轮班施工、作业不停，已累计完
成1453口井的施工，为全年扩产奠定坚
实基础。
　　位于吉林市的吉林石化是新中国
化工事业的摇篮之一，也是东北地区重
要的工业原料供应企业。
　　在吉林石化有机合成厂里，乙丙橡
胶车间技术员杨宇宁在包装线细心查
看成品胶质量。“这些都是高端汽车密
封条厂家的原料，必须100%达标，不容
半点马虎。”杨宇宁说。2023年以来，企
业乙丙橡胶装置三条生产线持续高负
荷运行。控制室里，操作人员24小时轮
班监看，及时调整工艺参数。精细化管
理下，该装置1月产量同比提高500吨，创效超1350万元。
　　吉林石化的另一个重要产品是航空煤油。“国内航空市场快
速复苏，对航空煤油的需求快速增加。”吉林石化铁路运输部（物
流公司）经理张军说。1月4日，吉林石化及时组织航空煤油B装
置复产开车，当前，这家企业的A、B两套航空煤油装置正同时高
负荷运行。
　　吉林石化1月累计销售航空煤油3.85万吨，超额完成月度计
划，丙烯腈、聚异丁烯等产品均较好地完成当月计划，业绩稳定向
好。坐落于吉林市的吉林化纤集团是我国人造丝、腈纶纤维、碳
纤维原丝的主要供应企业之一，这些原料的下游，是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衣物面料、编织材料，以及用于汽车、风电等领域的高
强度碳纤维产品。
　　车间里轰鸣阵阵，一缕缕洁白的化学纤维在滚筒上被缠绕成
卷。厂区里，来自全国各地的货运车辆排列整齐，等待装货。
　　年初以来，这家企业始终保持忙碌的生产状态，腈纶产品供
需两旺，订单已排到3月末，仿羊绒、碳毡等17个差别化腈纶品种
生产线也在满负荷运行，各类化纤产品发往全国。“生产任务比去
年更多、更重，虽然辛苦，但心里乐。”企业碳化一车间4号线丙班
班长姜尚丰说。
　　得益于市场预期向好，吉林化纤持续加大投资，扩充产能。
不久前，企业新建的1.2万吨碳纤维复材项目最后两条碳化线成
功投产。“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设备等领域，订单稳中有进，预计
2023年将形成2万吨产能。”吉林化纤集团吉林国兴复合材料有限
公司综合处副处长刘宁说。   （新华社长春2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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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四川省宜宾市江南镇红伟村村民郭小军来
说，今年的立春与往年不同。他没有操心春耕准备
的事，因为在自家门口的农田里，一项“大工程”正热
火朝天地进行：一台台旋耕机平整田地，工人们泡田
打浆、铺设排水管……
　　“这里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期有3000亩，将
在今年4月初完成，为的是今年大春种上一季水
稻。”项目建设企业宜宾三江汇元禾农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苗苗介绍，整个项目共约1.2
万亩，涉及当地农户3500余户，1万余人。建成后，企
业还将开展粮食种植、生产、销售等后续运营。
　　“去年我们将土地流转给了企业，每年费用880

元。等今年春耕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干活，还有务
工收入。”郭小军说。
　　四川多山、多丘陵，全省7800多万亩耕地中，位
于2度以下坡度的耕地面积占比不到14%，被形容为

“一平二坡七分山”，且大都为“巴掌田”“鸡爪田”。
为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种粮效益，四川各地积极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开垦连片荒地，进行“小改大”“坡
改缓”等宜机化改造，以实现粮食种植规模化经营。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2
年，四川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400万亩，今年将完成
425万亩新建和改造任务。
　　位于川中丘陵地区的中江县是四川粮食生产大

县，眼下正是当地小麦、油菜等小春作物生长的关键
期，大春备耕也在紧张进行。
　　记者来到中江县会龙镇梓潼村，在种粮大户蒋
永军的带领下，沿着逶迤的山路爬上一座丘陵，到达
一个缓坡时，眼前豁然开朗，出现大片青绿的麦苗。
　　“以前这里可是长满杂草的荒地，去年才开垦出
来，有100多亩，你看这小麦长得多好，估计亩产能达
到1000斤。”蒋永军一面查看苗情，一面对记者说，

“多亏政策好，每亩地开荒有200元的补助，5年内的
流转费也免了，村上还在修提灌站，解决用水问题。”
　　中江县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陈正龙说，土地整
理连片后规模化生产、提升效益，关键还要靠农机的
使用。以前农业生产机械化作业欠缺，近几年，中江
县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迅速发展，增加到30家，这个
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据了解，截至2022年，中江县已实现机耕面积
196万余亩、机播面积75万余亩、机收面积109万余
亩，主要农作物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达63.19%。
         （据新华社成都2月17日电）

“改田”“扩地”、置农机、规模经营
——— 四川春耕备耕变化一线观察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强信心·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