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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事要说，我有话要讲，人
民民主重协商，有事好商量。有话
好好说，遇事多商量，求同存异出
共识，好说好商量……”

每次听到这首《惠协商之歌》，
总让我想起与政协初识的日子，那
时我还是一名政协机关工作人员，
因为觉得歌词亲切、旋律动人，总
是情不自禁地哼唱，思索着歌中每
句话的含义。如今我从“幕后”走
向“台前”，成为一名光荣的政协委
员，再听这首歌时，歌词里的一字
一句都好像动了起来，演化成了我
履职中的一场场艰辛、一幕幕温
情，伴着歌声飞向我。

作为一名扎根在基层的政协
委员，我的履职工作与惠济区政
协建立的“有事好商量·惠协商”
协商议事平台密不可分。这个集
群众参与、民主协商、平等对话、
建言献策为一体的平台，从群众
的日常生活点滴做起，在解决群
众生活难题的同时，也提高了群
众的幸福指数。

每逢周二，都是惠济区大河路
街道天河社区“银铃之声”合唱团
排练的日子，居住在附近小区的大
爷、大妈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社区的

“天河有戏”小剧场，精神矍铄地拉
开架势开始排练。他们身后的大
屏幕上，“惠协商之歌”5个大字投
射在屏幕上，为舞台上这群平均年
龄70多岁但鹤发童颜的老人们渲
染出一圈柔和的光芒。

这边小剧场里的合唱声方兴
未艾，社区一角的“有事好商量·惠
协商”协商议事室里，一场“特殊”
的会议也会同时拉开序幕——

有一次，大河路街道针对怡丰
森林湖三期围墙河道环境脏乱差
长期困扰居民的问题，牵头联合政
协委员、社区、居民代表、物业等职
能部门现场协商议事。大家先去
看了现场，随后回到协商议事室发
表意见，共同商讨解决办法。这些
意见建议会被当场梳理形成“问题
清单”，明确社区责任人跟进办
理。办理结果也会通过居民议事
会、微信网络公示等形式及时、全
面、真实地向社区居民公开，让大
家说了不白说。

虽然我之前的工作也是围着
政协展开，这样的会更是见多不
怪，但成为政协委员后，我的感官
似乎更敏锐了——

我看到协商议事会的成员们

趁热打铁、紧锣密鼓地邀请专业机
构、职能部门进行规划设计、整治、
改造提升；我看到除路面全部进行
硬化、重新铺设外，还有针对性地
打造了协商议事亭、竹园亭等景观
设施，迅速完成了“河畔休闲驿站”
的改造提升及周边环境整治；我听
到昔日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卫生
死角旧貌换新颜后，周边居民休闲
健身都爱往这儿跑，笑声一阵一阵
地往我耳朵里钻。

除了在有条件的村（社区）建
立了协商议事室，惠济区还在各个
镇（街道）建有协商议事厅，在区、
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联动的基
层协商平台的助力下，我们这些委
员走到群众中去，围绕一个又一个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商量”出了

“民生”，“协商”出了“幸福”。
你 听 ，这 不 正 如 歌 中 所 唱

吗——
“群众有难题，委员来帮忙，众

人拾柴火焰高，团结有力量。政协
搭平台，各方来协商，集中力量办
大事，同心更同向……”

（作者系政协惠济区第四届委
员会委员、惠济区政协社会和法制
委员会主任）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顾二十余载
的政协岁月，从上街区到郑州市再到全国
政协，这些经历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永不磨
灭的痕迹，凝结为弥足珍贵的记忆。

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鼓与呼，让更多
民营企业信心强、底气足、脚步稳，是我加入
人民政协以来一直坚持并用心在做的事。

疫情期间，很多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
上遇到了困难，从国家到河南省到各地市，
都出台了加力帮扶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
干措施。我实地调研走访20余家建筑、医
疗、加工制造、食品、文旅等领域企业，并开
展线上调研、线下座谈，针对疫情对民营企
业生产经营的影响、餐饮企业外流、战略新
兴产业面临的发展困境等难点重点问题，
撰写了关于疫情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影响
的调研分析，起草了《引导民营经济结构性
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多篇专题报告和
理论文章，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为推动相
关问题解决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2023年，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
围绕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认真审议讨论、
建言献策。这次改革方案将通过重点领
域的机构职责优化和调整，进一步提高国
家机构的管理职能、管理效率，进而带动
深层次改革，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这让我振奋不已。结合自身履职实践和
深入思考，我提出了关于设立民营经济发

展局，强化为民营和中小微企业提供综合
协调服务功能，构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
机制，以增强服务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
性的建议。

结合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民
营经济工作现状，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的
重大决策部署。同年9月份，中央编办正
式批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内部设立民营
经济发展局，作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专门工作机构，加强相关领域政策统筹
协调，推动各项重大举措早落地、见实
效。听到这个消息，我备受鼓舞，我相信
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提振广大民营企业的
发展信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和内生
动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履职越久，越感责任重大。虽然全国
两会的流程越来越熟悉，可我却没有觉得
轻松，反而越来越能感觉到自己肩上沉甸
甸的责任。

我坚持在全国的舞台上为河南及郑
州发声、为民营企业鼓劲，持续关注高等
教育、科技创新和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保
护问题。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关于支持
河南省引进国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支持
河南省打造科技创新高地、支持河南省打
造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等建议，呼
应了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驱动、科教兴

省、人才强省战略，契合河南发展实际，得
到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
部委的回应。

作为一名非公经济人士，我时刻不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己人”的殷殷嘱托，
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坚持传递正能量，
感恩回报社会。先后成立“薛景霞革命老
区教育基金”和“薛景霞教育慈善基金”，
资助1万余名学生圆梦校园，帮扶中小学
近百所；支持北大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建
设，助力中国高校走出国门创建校区；出
资举办大型公益论坛，为河南企业家启智
引智，先后引进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西湖大学
校长施一公等郑州人才特使，为河南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

前行有路，岁月无言。政协滋养着
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我为自己是一
名政协委员感到光荣，也深知肩上担负的
社会责任。未来，我将一如既往地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于履职尽责的实践
当中，用实际行动诠释全国政协委员的责
任与使命。

（作者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
十三、十四届郑州市政协副主席，第十七、
十八届郑州市工商联主席，河南康利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知责于心 履职于行
薛景霞

歌声中飘来协商的故事
刘 晓

市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体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9月 19日，市纪委监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扩

大）学习研讨会，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及市委部署安排，充分发挥纪检监察职能作用，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郑州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提供有力有效保障。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路云主持会议并讲话。路云提出，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同落实好省委十一届七次
全会和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部署要求结合起来，提高思想认识，掀起学习
热潮，推进融合转化；要主动靠前担当作为，持续强化政治监督，不断完善
监督体系，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坚持严管厚爱结合，以高质量监督执纪执法
保障改革部署落地见效；要自觉融入改革大局，以更实举措抓好纪检监察
体制改革，不断转化为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思路、制度机
制和治理实践。

市领导到市委党校讲党课

聚力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

本报讯（记者 刘盼盼）9月 1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宏伟到市委
党校，为2024年秋季学期主体班学员讲党课。

陈宏伟以《郑州经济发展历程及展望》为题，从郑州过去的历程、现实
的问题、未来的方向三个层面，生动深刻地阐述了郑州高质量发展的历史
背景、重大意义和战略路径。他指出，近年来，郑州围绕“当好国家队、提升
国际化，引领现代化河南建设”总要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动作
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提供强大动力。

陈宏伟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始终胸怀“两
个大局”，努力提升发展位势，探索与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相契合的可持续
路径；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增强城市承载力，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要提升
国际化水平，建设对外开放新高地。要聚力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奋发有为
把战略机遇、比较优势、基础支撑转化为发展成效，推动国家中心城市现代
化建设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

我市召开“三秋”生产
暨秸秆禁烧工作会议

本报讯（记者 赵冬）9月 19日，在收听收看全省“三秋”生产暨秸秆禁烧
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就我市“三秋”生产暨秸秆
禁烧工作作出部署。

副市长李凤芝参加会议并作出要求。会议指出，当前，我市部分玉米
已开始收获，大面积收获即将展开，各地一定要牢固树立“秋粮一天不到
手，管理一天不放松”的理念，抓紧抓实各项具体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会议要求，各地要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合理调配收获进度，适合晚收的
地块要适时晚收，最大限度挖掘增产潜力；各区县（市）要提前做好各类农
机具的全面检修保养，严防“带病作业”；加大宣传和监管力度，严防“割青
毁麦”，夯实明年夏粮丰收基础；要加强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法律法规的宣
传，教育引导群众不要烧、不能烧，从源头上减少焚烧秸秆事件发生。

会议强调，基层部门一定要做好值班值守，确保 24小时不间断。乡村
处置队伍要包区域排班巡逻、随时待命，确保火情发现快、信息传递快、有
效处置快。

（上接一版）将日影映照在地，因此“立
竿见影”便成了古时人类收集天文信
息、掌握时间变化的重要工具。

测土深，正日景，求地中，验四时……
最终，周公旦通过“立竿见影”的方法找
到了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大地中心点”，
并建立了稳固的都城。周公测景台经
过唐代重筑后也留在了登封这片土地
上。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所营建
的观星台继承了这一传统并发展了天
文科学。成语“立竿见影”不仅对这一
历史事件完成了生动概括，也成为连接
古代与现代、建筑与天文的桥梁。

“大功告成”诞生了“告成”
“天有心，地有胆，天心地胆在告

县。”这是流传在登封告成镇一带的民
间俗语。郑州登封告成县，也称告县，
古称“阳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
载：“颍水经其县城（阳城）故城南，昔舜
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测定，阳城建于约
公元前 2070 年，禹在郑州登封王城岗
（今告成镇内）建立了夏朝。

“阳城”向“告成”的转变，与成语
“大功告成”的寓意有着密切联系。据
悉，“大功告成”最早出自于著作《尚书·
禹贡》，原文中“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

厥成功”的表述，意指大禹治水成功，将

功绩报告给上天，并获得了奖赏。“告厥

成功”即为“大功告成”的雏形，表达巨

大工程或重要任务宣告完成。

公元 696年，武则天“癖丹掖，开紫

微，抚元虬，按黄道”，率文武百官、浩浩

荡荡向嵩山进发，对嵩山进行正式封

禅。在她完成封禅后，改嵩阳县为登封

县，改阳城县为告成县，以示她“登”嵩

山“封”中岳，大功“告成”，“登封”与“告
成”之名，也被沿用至今。

尊师求理的故事传唱在
那个雪夜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始建于北魏
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五代后唐清

泰元年（934年）创设太乙书院，建有藏

书楼、斋房、生舍，聚集文人，专心读

书。宋景祐二年（1035年）宋仁宗赵祯

敕令重修后，赐“嵩阳书院”匾额，名儒

范仲淹、程颢、程颐、邵雍、李纲、杨时等

相继到此讲学，书院就此声名大振。

河南嵩山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

书院学会副会长宫嵩涛告诉记者，历史

上的著名典故“程门立雪”与“吾道南
矣”便发生在这里。北宋时期，杨时与
游酢为向程颐请教问题，专程登门拜

访，不料程颐正在屋内瞑目而坐，两人
便侍立等待，直至门外之雪深一尺才得

入门。

杨时在程颢、程颐的教导下，学业

大进，后来成为闽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及其弟子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

在南方大力倡导儒学，形成了独特的

闽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在中国历史

上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东亚文化产

生了深远影响。

据悉，“程门立雪”和“吾道南矣”共

同反映北宋时期儒学的繁荣和文化重

心南移趋势。两个从“嵩阳书院”走出

的成语典故，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

的精神和对文化传承的重视，同样也预

示了儒学将在南方兴盛与发展。“这两

个典故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也是后人学习和传承的重要精神财
富。”宫嵩涛说。

“嵩高峻极”好山川，“嵩生
岳降”为大材

春末夏初，夜爬嵩山刷屏“出圈”。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嵩山脚下，朝

着海拔 1491.73 米的“峻极峰”发起挑

战。“青春没有售价，嵩山就在脚下”一

度成为这群夜爬游客的登山口号，中岳

之美在夜色与灯光的衬托下焕发出别
样色彩。

社交媒体上，“峻极”之名，也随着

夜爬的火热走入了人们视线。《礼记·中

庸》有记载，“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以

此来形容极高峻峭。漫步中岳庙，抬头

仰望，在九彩斗拱的衬托下，“嵩高峻

极”4个大字鎏金灿灿，映照着这座山川

的文脉不绝与钟灵毓秀。

一方水土，哺育一方人。这座起始

于 36亿年前、堪称“万山之祖”的山脉，

其悠久的历史自然赢得了先民的敬仰

与崇拜。据《诗经·大雅·崧高》记载，

“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

及申”。其中，“崧”指嵩山，“降”意为降

生。后人用“嵩生岳降”来比喻重量级

人物的出生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除

此之外，与这座名山相关的成语还有很

多……

嵩呼万岁，让古代臣子为帝王的祝

颂回荡耳畔；嵩云秦树，将两地相隔之

远化作“双鲤迢迢一纸书”，久久思念。

周公测景，为天地立中；武曌封禅，为国

泰祈福；伫立雪中的是传承理学之志，

挑战峻极属时代青年之勇。浪淘尽，时

代精华成之于语，纵言间，千古佳话已
传唱千年。

古建华章 “成”之于“语”

（上接一版）2022年 1月的一个阴雨
天，魏瑾来到中牟狼城岗黄河边拍摄灰
鹤。在寻找灰鹤过程中，他隐隐约约看到
十余只棕羽大鸟昂首挺胸从岸边一个长坑
走出。这不是大鸨吗？魏瑾顿时惊喜万
分，这是他在黄河边观鸟两年来第一次看
到大鸨。

魏瑾再一次在黄河边看到大鸨已是
两年后。2023年 12月的一个晴朗冬日，
他带着母亲来到狼城岗看灰鹤。一路
上，他们看到一只大白鹭捉到一条泥鳅，
又看到一只游隼和一只乌鸦打了一架。
然后就是他和母亲要看的“主角”，成群
的灰鹤在田里觅食，忽而又齐飞冲天，有
上千只之多。“看完灰鹤后，我们站在田
埂上向远处张望，忽然看到一群大鸨从
一片芦苇中钻出，走到麦田觅食。”回想
起当时的情景，魏瑾至今难掩激动之情，
那天他前后看到 3群大鸨。“中国大鸨的
数量大约为 1600只，而我们在郑州黄河
边一次就看到了60多只，十分难得。”

我记录它们千姿百态
2023 年 3 月 2 日，对魏瑾这样的观

鸟者来说是平凡的一天，但也是难忘的
一天。就在此前一天，他听说荥阳黄河
湿地出现了十多只黑鹳，第二天就迫不
及待地驱车前往查看。

穿过邙岭，魏瑾来到黄河边。先看
到一对冠鱼狗在吃鱼，随后又有几只灰

头麦鸡飞了过来。水草间几只白腰草鹬
在嬉戏，成群的棕头鸦雀在芦苇间觅
食。转头又见一只白尾鹞贴地而飞，一
群黄雀正在啄食树枝的嫩芽，树下还站
着一只灰头绿啄木鸟。然而随着一只大
鵟气势汹汹飞来，鸟儿们四散而逃。

魏瑾透过望远镜向黄河上看去，寻
找黑鹳的身影。终于，一群黑羽红腿的
水鸟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真的是黑鹳！
一、二、三、四、五……”他数了一遍又一
遍，最后确认是 11只。“往年我在黄河边
偶尔也看到过黑鹳，但这次是数量最多
的一次。”

夕阳西下，心满意足的魏瑾准备回
家，可没想到，还有惊喜等着他。

路过邙岭的一个山坡，他突然看到8
只红色的“大家伙”。“红腹锦鸡！”魏瑾一
眼就认出了眼前的鸟，4雄 4雌，很快就
钻入了灌木丛。回到家中，魏瑾打开相
机，回看一天里拍摄的收获。当日在黄
河边，他一共看到 44种鸟，其中大鵟、粉
红胸鹨、红腹锦鸡是他第一次看到。

观测、拍摄、记录，4年多来，魏瑾在
郑州黄河边看到过 200 多种鸟，每年都
有新发现。今年在郑州黄河边，他第一
次看到棉凫和水雉，第一次看到“一妻
多夫”的彩鹬，第一次看到赤腹鹰筑巢
育雏……刚刚过去的夏季，在荥阳木楼
坡黄河边的一片树林里，他首次追踪记
录了有“林中仙子”之称的寿带。而到了

秋季，他最乐此不疲的事就是观测迁徙
的猛禽，看着一群群鹰、隼、雕从高空飞
过，他就一张一张地拍、一只一只地数。
去年 10月，他和其他观鸟爱好者一起在
郑州境内共观测记录到 20余种 4000多
只猛禽。

“观鸟就像是一个集邮的过程，比如
沙锥有扇尾沙锥、针尾沙锥和大沙锥之
分，他们外形很相似，我用了 4年才在黄
河边集齐这 3种沙锥的照片。”魏瑾还把
他在郑州拍到过的青头潜鸭、中华秋沙
鸭等 24种野鸭一一画出画像，组成了一
幅郑州鸭类图鉴用于科普。

我守护它们生息繁衍
有一次在郑东杨桥黄河边拍摄，魏

瑾刚架好照相机，突然一只红隼跳到了
他身前，爪下还抓着一只胖胖的田鼠。
魏瑾吓了一跳，随后便一下也不敢再动，
生怕惊吓到它。红隼抓到的那只田鼠很
肥，一时抓不起来。但它显然也被魏瑾
吓到了，站在原地不动，想逃离却又舍不
得丢下好不容易获取的食物。一人一鸟
就这样一动不动僵持了几分钟。终于，
红隼可能意识到面前的人不会伤害自
己，它慢慢调整爪下田鼠的位置，然后抓
起田鼠飞走了。

“观鸟也好，拍鸟也好，首先要做到
的就是不打扰鸟。”魏瑾说，他们在黄河
边拍摄时从来都是与鸟保持一定距离，

宁可拍不到好的画面，也绝不凑近。对
于那些距离很远停栖在黄河中央或飞翔
在空中的鸟，他也从来不用无人机拍摄，
因为无人机不仅会惊扰到鸟，甚至可能
对鸟造成伤害。有时遇到受伤或生病的
鸟，他也会及时采取救助行动。

近期在河南省科技馆，魏瑾组织了
一场郑州地区野生鸟类科普活动。他把
平时拍摄的鸟类照片以及捡到的鸟巢和
鸟羽集中展示，生动地向前来参观的观
众讲解鸟类知识。“爱鸟护鸟，首先要了
解鸟，当你对各种鸟有了深入了解，自然
而然就会爱上它们。”这几年，魏瑾在拍
鸟的同时，一直致力于鸟类科普。他相
信，随着人们爱鸟护鸟意识的不断增强，
越来越多的鸟儿会更加安心地在郑州

“安家”。
近年来，郑州市积极开展黄河湿地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湿地生态修复和生
物多样性保护工作。2004年，郑州黄河
湿地自然保护区成立。20年来，野生鸟
类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 169 种，增加到
目前的 290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3种。每年迁徙季，在郑州黄河湿地停
歇和越冬的候鸟有近百万只。魏瑾说，
正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才
能与更多的鸟类邂逅。

听，百啭千声随意移；看，一行白鹭
上青天；羡，雄飞雌从绕林间；伴，相亲相
近水中鸥。在春夏秋冬流转中，魏瑾与
黄河上的鸟儿相知相伴、相守相约。秋
风起兮白云飞，一年一度的冬候鸟迁徙
季已经拉开帷幕，魏瑾如约守在黄河边，
他期待着与那些“老朋友”见面，也希望
能邂逅更多“新朋友”。

万鸟翔集 快乐“安家”黄河边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二十三次主任会议召开

（上接一版）推动中央决策、省委部署和市委要求落地落实；要充分发挥人
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
设，推进“四个机关”建设，努力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会议听取了关于郑州市社会救助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市中级人民法
院破产审判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的意见、关于郑州市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的意见、关于检查
《河南省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和郑州市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加快发展养老服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的意见。

会议研究通过了2025年度地方立法计划、关于开展审计查出问题整改
情况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以及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题
安排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