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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萨出发，一路向着东

南方向行驶，蜿蜒平整的公路

犹如一条白色缎带盘绕在雪

山林海与峡谷之间。穿过嘎隆

拉隧道，海拔逐渐降低，雅鲁

藏布江两岸崇山如黛。从波密

到墨脱，开车只用了 3 个多小

时，10 年前要走完这段路需

要三四天。大家都感叹：“这

条路真的好走了！”

“记者朋友，路上辛苦

了！”车行至墨脱县德兴乡德

兴村，我们见到了正在村民格

桑曲珍家了解手工艺品制作

和销路的乡党委副书记白玛

曲珍。今年 39 岁的她有张古

铜色的面庞，走起路来脚下带

风，一说话就爱笑：“你们来

时走的这条路，可是我们门巴

族的幸福路咯！”

三句话不离“路”，让我们

对这条路有了更多好奇。在格

桑曲珍家整洁宽敞的小院里，

白玛曲珍讲起了 10 年前全国

两会上那温暖的一幕——

2013 年 3 月，当选十二

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白玛曲珍

到北京参加全国两会。3 月 8

日，得知习近平总书记要来西

藏代表团参加审议，白玛曲珍

激动得几乎一个晚上没睡好，

“脑海里反反复复想着要跟总

书记说些什么。”

3 月 9 日上午，习近平总

书记走进人民大会堂西藏厅，

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总书

记走到白玛曲珍身边时，有人

介绍说：“这是来自墨脱县的

门巴族代表。”习近平总书记

停下脚步，亲切地与白玛曲珍

握手。

“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总书

记，我心里有点紧张。”白玛曲珍

回忆道，“但是看到总书记和蔼

可亲的面庞，握着他温暖宽厚的

大手，顿时就放松下来了。”

“每个代表发言的时候，

总书记都认真倾听，时而记

录，不时询问。群众吃得怎么

样，住得怎么样，发展有什么

困难……他样样都牵挂。”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白玛曲珍

说，“西藏距离北京那么远，可

西藏的路、人、村……都装在

总书记心里。”

前面几位代表发完言，习

近平总书记温和的目光注视

到坐在对面的白玛曲珍。

“现在到墨脱的路通了没

有？”总书记面带微笑，关切

地询问道。

“这个问题一下就问到了

我的心窝里。”白玛曲珍说。

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

人们，才知道对路的渴望有

多么强烈。墨脱在藏语中意

为“秘境莲花”，这个动听的名

字多少年来却只意味着险峰

天堑。喜马拉雅山三面环抱，

物资运输曾经只能靠人背马

驮，有些路窄到要牵着马尾巴

才走得过。一旦大雪封山或发

生泥石流，“秘境莲花”就变成

“高原孤岛”。

白玛曲珍扳着手指头给

记者算起了那时她去北京参

加全国两会的艰难行程：“先

从村里一路走到大巴车站，

坐了 1 个小时大巴车再步行

4 个小时到达墨脱县城，再走

路加坐车从墨脱到波密，换车

从波密到林芝八一镇。接着，

乘汽车从八一镇到拉萨，再乘

飞机飞到成都并中转到北京。

3000 多公里的路走了 6天！”

“中国那么大，总书记还

惦记着墨脱的路，我心里非常

感动。”白玛曲珍说，“我告诉

总书记，年底我们墨脱县的公

路有望全线通车！总书记听

了欣慰地点点头。会上，他勉

励我们到 2020 年同全国一道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

目标。”

两会结束后回到家乡，白

玛曲珍将总书记对墨脱的关

心讲给父老乡亲们听，小小的

山乡沸腾了。大家兴奋地七嘴

八舌：“总书记这样关心我们，

咱们一定要把日子过得更美，

路要修得更好！”

2013 年 10 月 31 日，墨脱

这个曾经的“高原孤岛”，实现

第一条公路全线通车！2019

年，墨脱县实现脱贫摘帽，历

史性消除绝对贫困。

在这以后，白玛曲珍越来

越关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对

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道路的

关心——

“看着村民们的出行状

态，感到很揪心。”2017 年全

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

有关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悬

崖村”的电视新闻报道时，关切

之情溢于言表。2019 年全国

两会上，听到甘肃省一位人大

代表说“我的家乡还没有高速

公路，我们也想通高速公路，加

快家乡的脱贫致富”，习近平总

书记询问坐在身旁的甘肃省

负责同志：“甘肃还没有通高

速公路的县有多少？”……

白玛曲珍越来越明白了

总书记关心这些路的用意。了

解“路”的难题，倾听“路”的变

迁，关心的是百姓的生活之

路、贫困地区的脱贫之路、国

家的发展之路。

“路修好后，生活变化大

吧？”我们关切地问道。

“路修通了，心里更亮堂

了！日子更有奔头了！”白玛

曲珍接上话茬，爽朗的笑声像

一串串跳动的音符，“农产品

有了出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

山银山。墨脱的百姓腰包鼓

了，住进了安居房，每家每户

屋顶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得知当地正通过种植经

济作物，再铺百姓致富新路，

我们提出去山上看看。

只见四周绵延的大山上，

苍翠一片几乎全是茶园和果

园。不出一两个月，新采摘的

茶叶和枇杷果将会搭上通往

大山外的汽车，穿过覆盖白雪

的喜马拉雅山脉、循着尼洋河

时湍时缓的水流，沿着平坦大

道到达全国各地的市场。

一条路，万水千山，路改

变的是墨脱的命运，也是各族

群众的命运。

“下一步，你们的路要怎

么走？”我们问道。

“去年开了党的二十大，

今年全国两会就要召开了，总

书记带领我们走中国式现代

化的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光明的路，我们越走越宽敞。”

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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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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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孙斌：

守好田、种好粮，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雨水已过，黑土地上积雪

未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

南县梨树乡和平村，大棚基地

里热火朝天，全国人大代表、

黑龙江省桦南县鸿源水稻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斌和不少

种植户正在整理农资，抢抓天

气回暖的有利时机开展备春

耕工作。

“我关注最多的就是与农

村、农业和农民有关的事。”从

2013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

起，孙斌始终积极履行职责，

为“三农”发展建言献策。

黑龙江是我国农业大省。

桦南县有 192 个行政村，孙斌

到访过 120 多个。在过去十年

的履职生涯中，他共提交代表

建议 185 份，内容涉及黑土地

保护、秸秆还田、农机补贴、种

业发展、粮食仓储等多个方

面。在他看来，每一项建议、每

一次发言，都承载着农民兄弟

的梦想和愿望。

以前春耕时节，一些农民

为了抢抓农时，偷偷露天焚烧

秸秆。“从公路上开车一过，经

常看到路旁田间泛着火光，走

近了真是‘辣眼睛、呛鼻子’，

让人非常不舒服。乱烧秸秆，

不仅污染空气，还存在火灾风

险。”孙斌说。

然而，黑龙江省玉米、水

稻等农作物秸秆数量庞大。一

边是保护环境的禁令，一边是

春耕生产的时令，躺在田间的

秸秆成为农民的一块“心病”。

“唯有堵疏结合，才能让

‘火龙’从田间彻底消失。”2018

年，孙斌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关

于加大秸秆还田综合利用的建

议》，其中包括加大秸秆还田农

机设备研发，并进行适当补贴。

这一建议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

黑龙江省高度重视。黑龙江省

提出进一步加大对秸秆综合利

用工作的支持力度，出台完善

相关政策，培育健全社会化服

务体系，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

发展水平。

近年来，得益于一系列

利好政策，昔日“无处安放”

的秸秆正在“变废为宝”。黑

龙江省积极推进秸秆肥料

化、饲料化、基料化、原料

化、燃料化，部分地区整县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试点，还

有的地区探索实施秸秆全量

还田，有着“耕地中的大熊

猫”之称的黑土地得到滋养

和保护。

孙斌说，要想保障粮食安

全，必须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

地红线，切实遏制耕地“非农

化”、防止“非粮化”。

“几年前，农村有一些田

地闲置，一些良田杂草丛生。”

孙斌在村屯走访看到这样的

景象，感到十分痛心。

“为解决好‘非农化’‘非

粮化’问题，要引导农民精打

细算、提高质量，首先要解

决的是种什么和怎么种的问

题。”基于实际调研，孙斌提

出的《关于加大现代种业提

升工程建设促进现代种业创

新发展的建议》和《关于实现

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农业现

代化的建议》被国家相关部

委采纳，相关政策得以及时

出台。

“割舍不断的乡愁，落于

笔头还不够，更要播撒在田间

地头。”在孙斌的带动下，以他

所在的合作社为基础，当地成

立了由 32 个成员单位组成的

合作联社，帮助 3500 多个农

户增收致富。随着种植规模不

断扩大，5G、北斗卫星导航、

农业物联网等新技术来到广

袤田间，不断赋能农业生产。

　　

记者手记

从一名普通农民成长为
全国粮食种植大户，从田间
地头走进人民大会堂，孙斌
这个与黑土地打了四十多年
交道的“老把式”，始终深入
百姓倾听呼声，聚焦“三农”
积极建言，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和使命。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位
全国人大代表的“闯”与“创”，
他立志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带着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大步向前。

孙斌常说，是黑土地养育
了他，是老乡们选择了他，要
对得起这份信任和选择。当
下，58 岁的孙斌正盘算着，
立足当地优势，进一步发展订
单农业，建立以绿色可溯源为
基础的技术保障，让更多农民
成为合作社社员，通过重塑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开创“从种
得好向卖得好”的新路子，让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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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的路，我们越走越宽敞！“ ”

2019 年 8 月 16 日拍摄的拉林公路一景（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2018 年 5 月 6 日拍摄的西藏墨脱县城（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十年两会·温暖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