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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故事十年两会·温暖记忆

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    中共宝鸡市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宝鸡日报社

文 明 健 康       绿 色 环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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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高铁行至赣州境内，车窗外

山峦起伏，漫山遍野的油茶树，格

外惹人注目。

见到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主任明经华，她向我们谈起了

油茶树和一封信的故事：

“我们赣南的红色土壤富含

硒元素，油茶种植历史悠久。8

年前，我给百岁老红军王承登当

过一回送信人，把信带给了习近

平总书记，信的内容就和油茶树

有关。”

2015 年全国两会前，作为来

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明

经华拜访了赣州籍的百岁老红军

王承登。王承登特地写了一封信，

委托明经华转呈给习近平总书

记。在信中，老人表达了自己的心

愿：希望国家加大对赣南茶油等

扶贫产业的支持。

一到北京代表驻地，明经华

就委托工作人员将书信转呈给总

书记。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代表团参加审议。“那是我第

一次近距离见到总书记。”时隔多

年，明经华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

的场景，“总书记微笑着朝我们打

招呼，还和一些代表握了手，非常

亲切。”

“会上，当一名代表在发言

中谈到苏区振兴时，总书记拿出

一封信说，这是一位老红军托人

给他带来的，还问这封信是谁带

来的。我立刻举手起立说，是我

带来的。总书记微笑着点头，然

后就摘取了这封信的几段话念

给大家听。”

对于老红军发展油茶产业的

心愿，总书记对现场的部委负责

同志说：“这个可以去做些调研。”

明经华难忘那次会上总书记

坚定的话语 ：“决不能让老区群

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掉队。”

令明经华没想到的是，没过

几天，有关部门打来电话，将前往

赣南地区考察，为油茶产业发展

出谋划策。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怀下，赣

南的油茶产业迎来了大发展，一

项项产业支持政策因地制宜、落

实落地；一批批技术专家深入山

头坡地，开展科研攻关……“20

多万贫困人口参与油茶产业发展

脱贫，人均年增收 800 多元。油茶

还开发出化妆品、医药保健品，产

业链正在不断延伸，年产值超过

百亿元。”明经华开心地说，看，油

茶产业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

赴江西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来到

赣州。“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这

儿油茶林已是漫山遍野。总书记

来看望苏区的父老乡亲，强调要

‘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把

乡村振兴起来’……这些话温暖

着老区人民的心！”

说起赣南油茶树，明经华感

慨地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茶油

非常珍贵，老百姓自己舍不得食

用，却用它从白区换回食盐、药品

等物资支援红军；脱贫战场上，油

茶树成为我们拔除穷根的‘致富

树’；新征程上，更将成为老区人

民的‘幸福树’。”

“讲不完的油茶树故事，道不

尽的鱼水情深。”明经华说，“这些

故事和深情，新征程上我们还会

再写新篇。”

（据新华社）

“讲不完的油茶树故事，
道不尽的鱼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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