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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公益广告

铜川日报社 宣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  就就是是关关爱爱未未来来

    加加强强未未成成年年人人思思想想道道德德建建设设

            关关爱爱未未成成年年人人健健康康成成长长

　　新学期伊始，中国人民大学一间办公室里，法
学院教授汤维建正在认真备课，同时也在思考如何
将最新调研情况转化为今年两会建议。
　　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 5年提交96件提
案……这些年，汤维建曾参与多部法律的修改制定
和司法解释的论证工作，所涉研究涵盖司法改革、
检察监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等多
个方面。
　　为写出高质量提案、推动实际工作，这位民事
诉讼法学领域的知名学者，经常深入检察院、法院、
企业等单位机构，走访办案人员与相关群众，广泛
搜集各种材料，反复分析研讨案例，了解法治领域
热点、难点和堵点问题。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是汤维建多年来关注的重
点。对于社会上一些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甩手家
长”，甚至未成年人监护人出现遗弃、虐待、性侵害、
暴力伤害等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监护侵
害行为，汤维建深感痛心。
　　在汤维建看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全程
参与，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更全面。如何通过立
法强化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监督干预，推
动构筑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的防线？他多次深入检
察机关，走访家事法庭、儿童福利院等，了解未成年
人司法保护的工作成效及难点，反复打磨提案，努
力使所提建议“切实可行”。
　　2022年全国两会上，他递交的“关于加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的提案”受到检察机关高度关注。提
案中，“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之
诉的权力”“构建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司法令状体系”“构建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和民
事诉讼一体化的体制和机制”等若干建议，均被检
察机关采纳。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该提案的答
复函中表示，提案“明确具体，前瞻性强，对于加强
和改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该提案也被评为全国政协2022年度好提案。
　　汤维建说，不断在调研中发现问题，努力提高
建议的“含金量”并注重成果转化，是他多年来参政
议政的重要心得。“提案提交后几乎件件有回复，采
纳率较高，很多建议都被转化为政策选项。”
　　近年来，我国快递业务量迅猛增长，暴力分拣、
包裹丢失等问题成为行业发展的难题。如何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减少快递纠纷发生？如何完善快
递纠纷解决机制？为推动问题解决，汤维建积极开
展实地调研并参加多场交流座谈会。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尽快出台
《快递条例》、完善快递纠纷解决机制的提案”。
2017年7月，《快递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该草案中汤维建所提的多条建议被采纳；同年，
这一提案也荣获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优秀
提案。
　　今年1月，汤维建荣获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
优秀履职奖。“这是全国政协授予我的莫大荣誉，也

是对我参政议政工作的最高认可。”他说。
　　2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公布，汤
维建在列。他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
制综合配套改革，今年参加全国两会要提的诸多建
议就将围绕这一主题展开。

　　【记者手记】

　　汤维建的办公室不大，陈设简单，占据一面墙
的书架上摆满了中外法律书籍。在经年累月的专
业实践中，他对“法”的研究烂熟于胸。采访中，他
滔滔不绝又耐心地为记者讲起自己长期深耕的民
事诉讼法学的诸多领域。
　　高质量的提案，源于这位学者多年来脚踏实地
的调查研究，也凝结着他对建设法治中国的浓厚情
怀。“这些年我关注的领域基本都是围绕法治中国
建设，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
　　建睿智之言，献务实之策，是汤维建的追求。
他认为，如果提案没有获得相关部门的响应、没有
对实际工作产生积极作用，那就“仅有提案之名，没
有提案之实”。
　　“我将一如既往，为法治中国建设贡献绵薄之
力。”汤维建说。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汤维建：提高建议“含金量” 助力法治中国建设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
的省份，92.5%为山地和丘陵，耕地零
星破碎、地块小而散的现状，限制了
大中型农业机械的使用。在这里，如
何有效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推进传统
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迈进，一直是干部
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近两年，贵
州掀起一场推进“农机上山”的热潮。
　　两年前，贵州开始更多聚焦于耕
地的宜机化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成
为重要抓手。近日，在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福泉市道坪镇高坪司村，数
台大型旋耕机在两天时间内完成了
145亩耕地的翻犁作业。道坪镇副镇
长杨涛对记者说：“一年前，眼前这一
大块田还是145块‘巴掌田’。”
　　得益于项目的推动，很快，高坪
司村高标准农田便建成了。“过去，
145块小田由于排水不畅，不少田块
成了洼地，顶多种植一季水稻。”杨涛
说，如今，项目将145块田改造成宽度
最窄16米、长度最短96米的21块大水
田，并配建机耕道、下田通道、排水沟
和灌溉沟，为实现耕种管收全程机械
化创造了条件。
　　记者了解到，2022年以来，贵州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大水网建设
同步规划，利用项目新增耕地指标收
益撬动金融资金和社会资本54.8亿
元，同时整合各级财政资金投入30.2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266.2万亩，为
大中型农机应用铺平道路。
　　适用于平原的农机，不一定适用于山区丘陵地带。为破解
这一难题，贵州组建了农机研发制造联盟，围绕粮油作物生产
急需农机具开展研发。其中，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与贵
州省农业农村厅签订协议，承担了研发任务。
　　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农机事业部部长张志诚说，
2022年公司根据贵州山区丘陵的特点，针对水稻、油菜、玉米、
大豆等种植的薄弱环节，通过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等方式，合
作研发了水稻钵苗播种机、水稻钵苗移栽机、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播种机等产品，目前已在龙里县、长顺县等27个县应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湾滩河镇羊场社区2022年
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购置了一批农机，包括1台育秧机、4台
插秧机、5台收割机、17台旋耕机、1台农用无人机等，其中有一
部分便来自贵州詹阳动力重工有限公司。记者在羊场社区存
放农机具的地方看到，合作社已经准备好了土和肥，再过一段
时间就着手水稻育苗。
　　羊场社区党总支书记李泽昭告诉记者，有了农机社会化服
务，不仅解决了农业“用工难”“用工贵”等问题，也帮群众降低
了种植成本，比如打田一亩地，农机服务最少时只需130元，但
雇佣人工至少需要200元。
　　得益于农业机械化的推进，羊场社区不仅解决了田地撂荒
难题，2022年还规划起粮食产业。李泽昭说：“社区的股份经济
合作社号召大家统一水稻品种，种植品质较好的‘野香优莉
丝’，去年秋收后，以高于市场价3角的价格收购稻谷30万斤，然
后加工成大米卖向市场，粗略统计至今已实现销售收入40多万
元。”
　　贵州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2年比2021年提高
2个百分点。2022年末，贵州省农机服务组织达640家，同比增长
16.18%，全年完成农机作业4100万亩次，建成20万亩水稻全程机
械化示范田。
　　“农机上山”，农民信心足。近日，从南到北，贵州山间机声
隆隆，一场接一场的“百万农机闹春耕”活动在各地展开。
              （新华社贵阳2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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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我刚参加工作，欢送‘永明’出国……29
年后我能看到（它）健康圆满归国，真为它高兴。”22
日晚，旅日大熊猫“永明”和双胞胎“女儿”回到家
乡，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
任侯蓉高兴地发了一条朋友圈。
　　侯蓉投身大熊猫繁育保护工作已经29年了，被
全国的熊猫“粉丝”们称为“熊猫妈妈”。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她的不少建议议案都与大熊猫相关。
2021年全国两会上，她提出“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
管理法”立法议案，议案的前瞻性与专业性受到有
关部门的好评。
　　“我用科研攻关的态度来为相关建议议案做准
备。”在这一信条的指引下，初任代表的侯蓉一边向
前辈代表讨教履职经验，一边自己下苦功夫调查研
究，如今，她的履职能力迅速提升。在担任第11届
至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侯蓉领衔提交了31件
建议和10件议案，其中大多数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
订和修订发挥了积极作用。
　　履职时，侯蓉始终坚持“研究真问题、找准真办
法”。多年前，侯蓉发现，当时关于兽药管理的法规
规定中，有部分内容在实践中会给动物园、野生动

物救助机构等组织的正常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还
可能影响救治大熊猫。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她多次
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进程。
　　如今，侯蓉已提出多个建议议案，成功推动野
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多部法律的修订。随
着履职程度不断深入，她对自己职责的理解也越来
越深。
　　“作为一名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大代表，履职的
过程让我越来越清晰、深刻地认识到法治体系对于
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侯蓉说，履职经历在技术视
野之外大大拓宽了她的法治视野，让她更清晰地定
位自己在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的职责使命。
　　近年来，侯蓉的视野也扩展到大熊猫之外。
2022年侯蓉提出了有关国家公园管理法的立法议
案。她希望能以自己的专业建议，推动国家公园高
质量建设。
　　“国家公园的建设是一项重大工作，对四川省
阿坝州、甘孜州等拥有丰富自然遗产的民族地区发
展也是一次重要契机。”侯蓉说，如何将国家公园的
保护和当地的发展进行有效衔接和统筹推进，是她

今后继续关注的问题。

　　【记者手记】

　　一大早开完了工作会议，侯蓉毫无疲态，聊起
大熊猫，聊起她的建议议案，她总是神采奕奕。
　　自1994年参加工作以来，侯蓉带领团队解决了
大熊猫繁育、种群遗传管理、健康管理等多项关键
技术难题。履职经历让侯蓉能够通过法治手段更
好实现大熊猫保护。2021年两会期间，她提出大熊
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的立法议案。2021年10月，我国
正式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当
她发现当下国家公园相关法律仍然较少时，2022年
侯蓉又提出了有关国家公园管理法的立法议案。
　　侯蓉说，国家公园是我国保护强度、保护等级
最高的自然保护地，不仅是对于大熊猫，对促进生
物多样性保护、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创新自然资源保护管理体制、调动全社会参与生态
保护积极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通过制定国家公园管理法，能规范国家
公园管理，促进国家公园保护。”
          （新华社成都2月24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侯蓉：以科研精神确保建议议案质量
新华社记者 余里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