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好声音代表委员好声音

“向森林要食物，让越来越多的‘林间美味’走上餐
桌，让百姓吃的更丰富、更健康。”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
业大学林学院院长范国强提出，利用森林资源丰富人们
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对减少基本农产品的消费依
赖，改善人民群众的食品质量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范国强介绍，森林食品是指具有原生态、无污染、
健康安全等特性的各类可食用林产品，森林中蕴藏着
大量的食物资源，如板栗、枣、核桃、油茶等除了果实、
种子可直接利用以外，有的树叶、花、茎等也具有食用、
药用等多种价值。作为大食物观中重要的食物资源，

森林食品很好地迎合了当下人们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
文化，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开发价值，提供更多样的
食物产品将成为我国今后食物供给的主要方向和目
标。他建议，制定国家森林食品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布
局其发展区域和规模；加快扶持提供优良森林食品木
本植物的分类定向育种工作，坚持原始供给与人工栽
培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加快实施森林食品品牌战略，延
长森林食品的产业链，提高森林食品的高附加值；培养
森林食品生产开发、加工装备和经营的专项人才。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
部书记裴春亮在调研中了解到，当前农村体育健身设
施布局不均衡、种类单一，有限的健身器材难以满足农
村健身爱好者的需求，“重建轻管”问题较为突出，管护
资金投入不足，许多村庄的健身器材锈迹斑斑、“缺胳
膊少腿”，存在安全隐患。

裴春亮认为，重视农村体育、关注农民健身、关怀农
民健康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建议，推动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不断提升体育健身设施
在乡村的覆盖率，对农村健身场地设施进行升级换代，加

快补齐农村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短板。提升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水平，吸引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扩大公共
体育设施开放，充分利用学校运动场馆、篮球场等体育设
施，打造群众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充分利用村（社区）
边角地、闲置房等，多建场地小、花费资金少的晨晚练健
身点。建立体育健身设施安全技术巡查机制，开展定期
巡检，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维修。同时挖掘特色体育资
源，开展乡村体育指导志愿服务，实施农村社会体育指导
员全员培训工作，加快培育乡村体育人才队伍。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提升体育健身设施乡村覆盖率

挖掘“林间美味”上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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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突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2008 年，曹兰英当选为西窑村党支部书
记后，村委会的现状是：村委是窑洞，透风漏
雨，几乎要坍塌，不能进人。党员组织生活很
少开。

“我上任的第一个党员大会就是在这个党
群服务中心门口的一个水井旁边开的。”曹兰
英说，“阵地都没有，支部咋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于是她就召集村里的党员，在井台旁边召
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专门讨论村委会改建一
事，经大家商议讨论，决定把已停产的腐竹厂
改建为村委会。

腐竹厂停产多年，院子里杂草丛生，房屋
内脏乱不堪，曹兰英就带着全村党员和村组干
部整修院子。“院里的杂草有一人那么高，密密
麻麻的，十几个人一天清理不到20平方米。”参
与清理杂草的党员王爱国说。为了赶时间，曹
兰英就自带锅碗、面条、馒头，中午和大家在院
里用石头支个灶台做饭吃。“党员就得带头奉
献，支部书记更应该冲在前面。”后来，在乡党
委政府的支持帮助下，西窑村不断提升改造村
委会，昔日破旧不堪的厂房变成了西窑村党群
服务中心的主阵地。

如今的西窑村党群服务中心，院内干净整
洁，绿植繁茂且显层次，犹如一个花园。“进了
这个大厅，几乎就解决了村民要办的所有事
项。如果有的群众不方便前来，村‘两委’干部
还会上门服务，尽最大可能不让群众多跑路。”
曹兰英说，村“两委”干部实行了分片包组机
制，便于更好地服务群众。近年来，西窑村党
支部多次被评为登封市先进党支部。

找准产业引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乡村振兴，产业为基。“西窑村比较特殊，

是回汉交错居住的村庄。”曹兰英说，村民有养
牛的习惯。“农村养牛不用啥成本，年轻人都上
班去了，老人在家能养牛，妇女在家也能养牛，
既能照顾孩子，又能致富，比打工强多了。”提
起村里人养牛，曹兰英谈起了自己的看法。

养牛成了西窑村的主要产业。为发展这
个产业，曹兰英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争取，通
过与农商银行沟通协调，推出了“富牛贷”这一
普惠贷款产品，支持群众养牛养羊。

“村民史老康家里生活困难，我就到他家
里跟他说，有个‘富牛贷’扶贫项目，通过这个
贷款可以买几头牛。目前史老康家里已发展
到五六十头牛，每头牛赚个三五千块钱不成问
题。”曹兰英介绍，是“富牛贷”的助力，让史老
康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西窑村史老康等第一批尝到“富牛贷”甜
头的村民，带动了西窑村广大群众的养牛热
情，许多村民都跟着申请了“富牛贷”，通过养
牛开始脱贫致富。近年来，石道乡西窑村十几
家贫困户借力金融扶贫实现了脱贫致富。

在闪红霞家的养牛场，偌大的院子两边分
开饲养着肥壮的黄牛。“当初在家没事，我就

‘逼’着让她家养牛，春节前卖了七八十头，现
在存栏近两百头，要不是当初的‘逼迫’，她家
的日子不会过得这么好。”曹兰英说。

随着养牛养羊户的增多，西窑村还成立了养
殖专业合作社，从各个方面对养殖户进行扶持和
帮助。“现在西窑村养牛的有23户，养羊的8户，
养殖业已成了西窑村的主要产业。”曹兰英介绍，
西窑村已于2018年整体脱了贫，随着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将引导村民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
力争把西窑村打造成登封最大的养殖基地。

期盼更多的“新农人”返乡创业

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现在村里的
年轻人很少，特别是懂技术、爱农业、爱农民的

“新农人”更少。曹兰英代表建议，要千方百计
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积极实施“归雁创业”行
动，结合实际制定出台回乡创业就业奖励优惠
政策，鼓励引导流动党员、外出务工人员、毕业
大学生、成功商人、军队转业人员、退休老干部
等回乡创业生活，持续充实人才后备库。实施

“技能提升”行动，对农村党员干部、致富能手、
技能人才等进行精准化教育培训，提升市场营
销、专业技能、企业管理、投资融资等方面的能
力，从加大供给侧改革、提高农特产品质量和
农村基层服务等方面拓宽就业创业的视野。
对在农村基层做出突出贡献的“土专家”“田秀
才”“乡创客”在给予精神奖励的同时，在贷款
融资、职称提升、发放补贴等方面给予一定的
政策倾斜，“真金白银”吸引人才回归。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既是荣誉
更是责任。今后我要当好这个‘火车头’，带领
大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力疾跑，加快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曹兰英很有信心。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晓光

打造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

“全国汉族人口最多的 120个姓氏，全部
源于河南的有 52个，部分源头在河南的有 45
个，占汉族人口数量的 80%以上，南方‘八大
姓’全部源自河南。从血脉上讲，我们都自称
炎黄子孙，是炎帝、黄帝、太昊和少昊的后裔，
河南又是他们长期活动的中心。”薛景霞通过
一组数据述说着河南历史的“厚重”。

薛景霞介绍说，人文始祖黄帝，出生于河
南新郑，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已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认知，自
2006年以来，每年吸引着海内外炎黄子孙前来
寻根拜祖，成为促进炎黄子孙自我认同的有效
载体。河南淮阳、新郑、洛阳、开封、固始等5市
县入选“全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
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商丘国际华商节入选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新
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淮阳伏羲姓氏文化节、
固始根亲文化节等已经初步形成品牌效应。

此外，河南文物古迹众多，华夏文明五千
年，河南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
三千多年，全国八大古都河南有 4个，有 5项
24处世界文化遗产；我国百年百大考古新发
现，河南有 14处；河南累计入选“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50个，稳居全国首位。从时间跨度
上看，从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至今，各个时
代不断线，全面展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格局。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到2025
年将河南打造成为“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
的目标，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建设文化旅游强
省的意见》。

创立河南“根亲文化”的国家级名片

如何进一步弘扬根亲文化，展现老家河
南的独特魅力？薛景霞建议，有关部委支持
河南打造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

薛景霞认为，要实施项目带动，建设特色
文化旅游区。支持河南以嵩山历史建筑群、
黄帝故里、二里头夏都遗址、双槐树遗址、龙
门石窟等为依托，建设以寻根拜祖为主题的
天地之中河洛文化旅游区。以殷墟、中国文
字博物馆、仓颉陵等为依托，建设以甲骨文为
主要内容的展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上古殷
商文化旅游区。以太昊陵、老子故里、庄子故
里等为依托，建设对话先贤圣哲、体现中华民
族精神品格的老庄元典文化旅游区。以仰韶
文化遗址群、函谷关、愚公故里等为依托，建

设追寻先民奋斗精神的黄河金三角文化旅游
区。以南阳武侯祠、渠首丹江口、花洲书院等
为依托，建设体验家国情怀、体现汉风楚韵的
丹江卧龙文化旅游区。

同时，实施品牌战略，建塑“根亲文化”之
魂。支持河南围绕新郑黄帝故里、淮阳太昊伏
羲陵、灵宝黄帝陵、内黄颛顼与帝喾二帝陵，建
设中华始祖“根”品牌，创立河南“根亲文化”的
国家级名片。宣传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鹿邑
是天下李姓的祖根地，卫辉是天下林氏的寻根
谒祖圣地，荥阳是郑氏发源地和著名郡望等，
建设河南“根亲文化”的名人始祖品牌。利用
商都在郑州、安阳等地的姓氏祖地资源优势，
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建立姓氏祖地展示园区，
形成河南“根亲文化”姓氏祖地古国品牌。加
大中央媒体对河南的宣传支持，打造好“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文化品牌，让全球华人都能感
受到老家河南的独特魅力。

实施文化引领，建立寻根拜祖圣地。中
华民族拜始祖、拜先贤的传统历来就有，应将
这一文化传统继承并发展下去，尤其是对中
华人文始祖的纪念应上升到国家层面，建议
将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国家纪念
礼仪活动，以此来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
国家认同。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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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乡村振兴，首次提出了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国必先
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其根本依旧是“三农”的重要论述。全国人大代表、登封市石道
乡西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曹兰英认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坚持党建引
领，引进“新农人”，找准好产业。

“只要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去办，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曹兰英自2008
年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后，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思想，时刻心里装着群众，处
处想着群众，十几年如一日为乡亲们的经济发展和大局稳定默默地奉献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

河南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和集大成之地，是华夏儿女的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
是全球华人最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何进一步弘扬根亲文化，展现老家河南的独特
魅力？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康利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景霞一直关注着这
个话题，今年两会上还提交了《关于支持河南打造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的提案》。

3月5日 星期日晴
根据大会日程安排，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开幕，听取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2022年和过去五年，我们国家取得了哪些成绩？有哪些

工作亮点？2023年和今后五年工作蓝图如何谋划？关于农村
基层教育方面又会提出哪些新要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内
容，必定与众不同。

上午9时，大会开幕。聆听政府工作报告，感受最深的是
报告温暖有力量，尤其在保障基本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方面，
重点提到今年要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备受鼓舞，深感责任重大，今年
准备提交的两个建议均与义务教育有关。

报告还提到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
局；加强养老服务保障，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保障妇女、儿
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这些都饱含着深厚的为民情怀
和强烈的责任担当。

全国人大代表 李灵

真诚为民展现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