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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吗？”“对珞巴族传统
文化传承保护有哪些建议？”……在与西藏山南市隆
子县斗玉珞巴民族乡斗玉村老党员小加油交谈时，扎
西江村边问边记，为今年的履职工作做好基础调研。
　　扎西江村来自珞巴族，连续当选为第十三届、第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西藏山南市琼结县拉玉
乡的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人口较少民族的代表，扎西
江村一直关注兴边富民工程的实施和珞巴族文化传
承与保护工作。
　　“为了更好履职尽责，我努力钻研政策，深入基层
调研，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并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
北京。”扎西江村说，5年来，他一共提出了意见建议10
多条，看到这些意见建议大部分被相关部门重视采
纳，让他对边境小康村发展建设事业信心越来越足。
　　珞巴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发
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服饰、语言等文化载体。
　　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扎西江村大致摸清了珞巴
族文化保护现状及面临的困难。2019年全国两会期
间，扎西江村提出了“希望国家丰富对人口较少民族
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手段，加快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人

口较少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转换，从而加强对人
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建议。
　　2020年，珞巴族系列神话传说《阿巴达尼》作为“中
国史诗百部工程”子课题被批准立项并实施；珞巴服饰
等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援藏省市支持
下，珞巴族聚居区建起了珞巴民族文化展厅……扎西
江村说：“目前，多种渠道保护工作正在推进与落实，珞
巴族传统文化抢救性保护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果。”
　　这两年，扎西江村更忙了。他除了马不停蹄地走
访调研外，还要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发展生产，解决群
众普遍关心的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问题，带动更多
农牧民群众过上更高品质的生活。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大家对健康更加重视。”扎
西江村介绍，在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加大
西藏市县人民医院人才建设、学科建设和医疗设备更
新力度”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落实，国家对“组
团式”医疗人才援藏工作不断提点扩面，越来越多的
农牧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2021年，扎西江村到斗玉珞巴民族乡任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任职以来，他几乎走遍了乡里每一寸土
地，走访了大部分群众，深入了解掌握边境建设、边民
群众生产生活、固边戍边等方面的情况。
　　目前，斗玉珞巴民族乡的3个行政村已全面建成
边境小康村，通电通网、通自来水、基本通硬化路，群

众衣食住行得到大幅改善，2022年全乡人均年收入超
过2.6万元。“我也想把家乡的喜人变化，我们边境小康
村的建设情况和基层群众的真实意愿、需求带到全国
两会会场。”扎西江村说。
　　【记者手记】
　　对于推动珞巴族文化传承与保护工作，5年来扎
西江村做了不少工作。他坚持走村入户调研，向业内
专家请教，大量搜集学术资料，系统深入学习珞巴文
化传承保护现状，让自己的意见建议更有深度，也更
有价值。
　　采访过程中，提到乡里的情况，他对其中存在的
重要问题、现状和下一步的工作打算都有着清晰的思
考和规划，这和他扎实的调研，和他作为一名全国人
大代表对事业负责的使命感、心里装着群众的责任感
是分不开的。
　　一支笔、一本笔记，边问边记、腿勤嘴勤、多学多
思，这是扎西江村汇集民意、履行好代表职责的法宝。
记者跟随扎西江村去调研产业情况时，看到他为乡里
的产业项目奔走县里各个部门协调推进，为掌握一线
情况和护林员在沙棘林中席地而坐进行调研交流，乡
里的村民和他熟络得像常来常往的亲戚一般。“到群
众中去，听群众最真实的声音，努力提升履职本领，尽
己所能为百姓办实事、谋利益。”扎西江村说。
           （新华社拉萨2月26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扎西江村：

为服务边疆发展凝聚力量
新华社记者 陈尚才 黄耀漫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一个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36分钟，一批“拔
节生长”的城市更新项目扮靓城市颜值，不到一年市
民“家门口”就新增了200多处球场……河北省石家庄
市加快打造千亿元产业集群强产业，大力推进城市更
新补短板，盯紧百姓需求惠民生，真抓实干，拼劲
十足。
　　正月十五刚过，石家庄市正定县就举行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招商大会。大会现场，在众多客商见证下，
河北比邻科技有限公司用时36分钟，完成了公司注
册、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发放公章、银行开户以及实缴
注册资本金等一系列流程，实现“签约即落地”。
　　“这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里干事创业的信心，我
们将尽快推动项目投入运营。”河北比邻科技有限公
司投资人刘向国说。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河北普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员工正紧张调试设备，
这个投资超过16亿元的项目有效扩充了企业优势产
品生产能力。“政府多部门联动，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
多证同发，让项目‘拿地即开工’。”公司副总经理郝东
波说。
　　为提升城市能级，石家庄市提出到2025年实现经
济总量过万亿元的目标，明确要打造新一代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现代食品、商贸物流等5个以上千亿元
产业集群。

　　为此，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大力激发广大干部以
“实干兴‘石’”的担当精神，优选项目、促投资。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流程网办”。出
台一系列重磅奖补政策，每年拿出专项资金支持企业
研发等，去年兑现奖补资金2.6亿元。
　　当前，石家庄正强力推动主导产业发展实现新跃
升，力争年内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两大产业集
群率先达到千亿元级规模。
　　在做强产业的同时，石家庄还深入实施城市更新
行动，改善居住环境。石家庄市区东北部曾是钢铁
厂、药厂、机械厂集聚的工业区，“破败”“拥挤”一度是
这里的代名词。如今，石煤机城市更新项目住宅楼封
顶开售，新建成的智慧体育公园成为休闲好去处。废
弃的石煤机老厂区从“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
　　石家庄市城市更新集团负责人介绍，石煤机城市
更新项目地块杜绝高强度房地产开发，拿出60%以上
的土地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让“清朗”“舒适”成为社区
新标签。
　　记者从石家庄市住建局了解到，石家庄市深入推

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强化新建居住项目容积
率2.0刚性管控，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把存量土
地优先用于补充教育医疗、公园绿化等公共服务设
施。目前，正加快推进一大批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和多
个城中村高品质改造项目，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走在石家庄市区街头，一处处运动球场成为令人
印象深刻的“风景线”。为给市民打造“家门口的运动
圈”，石家庄市利用拆违腾退地、街旁空闲地以及城市
广场等，规划建设了一批球类运动场。石家庄市体育
局副局长吴丽艳说，目前全市已有200多个篮球、乒乓
球、羽毛球等球场建成投用。接下来将完善球场管
理，继续选择合适地块建新场所，满足市民需求。
　　提升小街巷、改造老旧小区，让“老”居民过上

“新”生活；建设民心步道、街旁游园，努力实现“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加快“烂尾楼”整治、解决房地产遗
留问题……新的一年，紧盯群众需求，石家庄市持续
加大民生改善力度，努力为市民增添更多可感可知的
实惠。
          （新华社石家庄2月26日电）

强产业 补短板 惠民生
——— 河北石家庄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新华社记者 李凤双 闫起磊

强信心·开新局

　　据新华社重庆2月26日电 （记者 周思宇）重庆市少
年宫近日在城口县咸宜镇开办的流动少年宫周末艺术课堂
开课，远程教学屏幕上，重庆市少年宫声乐教师高莉莉一边
弹奏一边演唱，40多个孩子随着旋律轻轻舞动。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是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区县之
一。咸宜镇位于城口最南端，受群山阻隔，青壮年大多选择
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出了校门就鲜有去处，艺术教育资源尤
其匮乏。
　　2021年3月，咸宜镇被确定为重庆市17个市级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镇之一，在重庆市发改委乡村振兴帮扶集团定向帮
扶下，咸宜镇交通条件得到大幅改善，新教学楼、新卫生院拔
地而起。
　　重庆市发改委二级巡视员、驻咸宜镇工作队队长秦明山
介绍：“我们充分发挥帮扶集团成员单位优势力量和驻村第
一书记联络帮扶作用，依托团市委、市少年宫流动少年宫项
目，打造了咸宜镇流动少年宫周末艺术课堂，让乡村的孩子
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校外教育资源。”
　　咸宜镇流动少年宫周末艺术课堂采用“线上+线下”双师
教学，根据学生年龄段，每周末定期开办美术和音乐培训班。
　　“如果没有周末课堂，我一般就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
12岁的刘涵熙说，自己很喜欢这堂有趣的音乐课，准备回家
后把新学的歌曲唱给妈妈听。一旁的刘慧玲告诉记者，上一
次美术课，老师教同学们画陶罐，还教了不少历史文化知识。
　　记者采访了解到，城口县咸宜镇中心小学还开展了特色
书法教育。咸宜镇中心小学校长邱文进介绍，该校自2013年
开办书法课堂。
　　六年级学生贺欣怡练毛笔字已经有3年时间。她告诉记
者，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深深为之着迷，“今年春节前，我写了对联和福字挂在家里，
听到长辈们的夸奖，我非常开心。”

重庆城口：

托起乡村孩童的艺术梦

　　新华社长春2月26日电 （记者 薛钦峰）东北已进入备
耕期，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今年吉林省计划落实
粮食播种面积9000万亩以上，目前备耕物资供应充足，下摆
入户快于去年同期。
　　据介绍，今年吉林省计划落实的粮食播种面积比去年粮
食播种面积增加323万亩。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处长王永煜表示，今年玉米价格保持高位，农民种植意向较
强，高产粮食作物占比将继续提升，这对粮食总产增加有利。
　　目前，备耕物资下摆入户快于去年同期。2月以来，吉林
省实施备春耕生产情况“一周双调度”制度，发挥140万吨化
肥商业性储备稳供保障作用，保障农资供应充足。截至2月
22日，全省种子已入户56.3%、化肥已入户41.9%、农药已入户
14.5%，同比分别快4.6、12.8、4.6个百分点。
　　保障完成大豆种植任务。吉林省发布扩种大豆政策信
号，鼓励农民种豆。在吉林东部和西部地区大豆生产者补贴
亩均要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220元左右，中部地区大豆生产
者补贴亩均要高于玉米生产者补贴320元左右。

吉林：

备耕物资供应充足

入户进度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