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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更 多 基 层 代 表 站 上“ C ”位
——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代表通道现场直击

代表通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张莎

重庆两会继续“上新”。
1月23日上午8点15分，市六届人大二次会

议代表通道正式亮相。6位来自基层一线的市人
大代表，走上代表通道，传递民生温度，回应社会
关切。这是重庆两会首次举行代表通道集体采访
活动。

他们中有医院院长，有区县文旅委负责人，有
环保行业从业者，有乡村致富带头人，有民营企业
管理者，还有中学校长。

反映民意，是人大代表履职尽责的一项重要
内容。重庆两会的首场代表通道邀请基层代表，
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被记者“围追堵截”，到
主动给媒体“喂料”。这些变化让人看到一个民主
透明、开放自信的重庆。

这些代表来自一线，对基层情况，他们最有发
言权，对基层群众的诉求和愿望，他们最清楚、最明
白，他们站上“C”位，不仅让基层声音被更好传递，
也让我们见到了一个个平凡重庆人的奋斗之姿。

1 月 23 日，
市 六 届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代 表 通
道 集 体 采 访 活
动现场。

市人大代表、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校长周迎春：

重庆八中云端的双师课堂和教师成长学院每天
有近 4 万名远端学生和八中学生同上一堂课，6000
余名远端教师共享校本教研。数字时代赋能智慧教
育的深化，正在重塑新时代的教育公平。希望更多同
仁积极融入数字重庆的建设中，持续高水平推进优质
教育均衡与共享，助力县学崛起、乡学复兴。

近80名市内外媒体记者参加了首场代
表通道集中采访，现场的热烈气氛让媒体
记者颇为兴奋。

“代表们讲的都是‘接地气’的履职故
事，展现出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重庆。”一位
记者在会后十分感慨。

“看着大家带着疑问而来，又满意地
离开，我非常有成就感。我最自豪的就是
把垃圾焚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
环保理念推广给更多人。”市人大代表、重
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发展
部部长陈元莉，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改变公
众对垃圾焚烧的刻板印象，为“无废城市”
贡献力量。

随着大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她和公
司都在快速成长，他们一手抓科研，主编、
参编了国家行业标准21项；一手抓产业升
级，公司成长为大渡口区百亿级生态环保
龙头企业。不仅在全国各地投资建设了56
座焚烧厂，还走出国门，为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提供垃圾焚烧的中国方案。
陈元莉说，按照当前环保政策，焚烧厂

周边会有300米的影响区，这个影响区是为
了降低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影响敏感度，但
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土地闲置。今年她带
来的建议是支持焚烧厂影响区园区化利
用，采取园区化建设模式，由当地政府牵
头，把各种城市固废集中到一起来处置，不
仅能够降低城市固废多点布局造成的环境
影响，也能够实现集约化的土地利用，实现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作为一名“90后”代表，市人大代表、达
瓦（重庆）影像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卢
琪的逐梦故事让人热血沸腾。

卢琪说，上大学时他很喜欢看电影，那
时他就发现大片制作团队中很少有中国团
队，“后来我们了解到，早在七八年前，国外
的一线公司就开始在数字内容技术方面布
局智能化了。于是我们回国组建了团队进
行技术攻关。”他介绍，永川科技影视片场

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系统功能最完
善的科技片场，多项技术被科技部评定为
国际先进。

在这个片场，卢琪和他的伙伴们用一
个个有限的室内空间创造出了无限的精彩
虚拟大世界。

达瓦科技作为唯一一家民营企业，全
流程、全要素参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阅
兵模拟仿真系统建设；参与近两年川渝春
晚制作；成龙最新电影《P计划》里出现的沙
漠飙车，也是在科技片场完成的。

“我深知，科技创新永无止境，追逐梦
想永不停歇。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争取创造出更多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卢
琪铿锵有力的话语令人感动。

为民代言，回应关切，开设代表通道这
一制度性的新安排，意味着更大的信息开
放度，体现了治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写照。

“新”的开始，“新”的征程，值得期待。

他们展现朝气蓬勃的姿态

市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
长、江北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何建国：

“看病难”不是难在大医院不够大、人员不够多、
技术不够强，而是难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技术不
够强、人才匮乏。上层医院派驻医护团队进驻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并提供远程医疗、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
可解决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急危重症转途难的
问题，让群众、基层医疗机构都有“医”靠。

市人大代表、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发展部部长陈元莉：

支持焚烧厂影响区园区化利用，采取园区化建设
模式，由当地政府牵头，把各种城市固废集中到一起
来处置，不仅能够降低城市固废多点布局造成的环境
影响，也能够实现集约化的土地利用，实现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市人大代表、达瓦（重庆）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卢琪：

永川科技影视片场是目前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系
统功能最完善的科技片场，多项技术被科技部评定为
国际先进。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争取创造出更
多的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让更多影视大片中出现中
国团队。

市人大代表、开州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付小红：

开州关闭了澎溪河上游流域近百家养殖场、20余
家砂石堆场，投资数十亿元，整治三峡库区消落带，建
立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引领下，开州实现了绿色转型，2023年，汉
丰湖成功获批首批国家水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
单位。

市人大代表、重庆图个吉栗板栗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魏先曼：

村里已经有200多个农户从事板栗产业，河图镇
板栗产业种植面积达6000亩，种植户年均增收达到
5000 多元。希望有更多青年人才能扎根希望的田
野。我也将继续和乡亲们一起建设万亩板栗村，打造
乡村民宿集群，为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农民更富的目
标而努力奋斗。

市人大代表、重庆图个吉栗板栗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先曼是个笑起来有酒
窝的姑娘。她在代表通道上分享的李平的
故事，让很多人深刻感受到乡村振兴带来
的变化。

“村里有一名叫李平的残疾青年告诉
我，他愿意干活，也愿意流汗，但板栗卖不
上价格，还不如让它烂在树上。”

河图镇是有名的板栗之乡，家家户
户都种板栗，但“种植靠天收，销售靠背
篼”，千亩板栗没有实现高价值。2014
年，魏先曼回到家乡河图创业，她和村民
们一起学技术、搞规划、找资金，成立农业
合作社，创建特色品牌，创立农村电商。
终于，他们把这一筐筐板栗变成老百姓的
希望。

如今村里已经有200多个农户从事板
栗产业。河图镇板栗种植面积达6000亩，
年产量达700多吨，种植户年均增收达到
5000多元。2019年，村里的第一个板栗主
题民宿投入运营。乘着大金佛山178环山
趣驾的东风，村里每年都会举办板栗采摘
节、农民丰收节、乡村春晚等活动，年接待
游客能达到5万多人次。

如今，魏先曼的事业就像她的板栗一
样，甜甜蜜蜜，蒸蒸日上。

“春柳拂堤岸，夏荷戏水鸳，秋林穿舟
影，冬鸟宿湖山。”通道上，开州区文化旅游
委主任付小红的一首诗，让大家对开州的
汉丰湖更加向往。

付小红分享了她对“文旅热”的看
法。“重庆旅游的频频出圈，是流量与实力

的化学反应。各个区县都在同题共答，在
增加硬核实力上下更大的功夫，开州也不
例外。”

“澎溪河流域曾是我区砂石产业集聚
区，砂场堆场遍布，清江两岸满目疮痍，潺
潺流水渐渐干涸。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
民众之怨、发展之忧。”付小红说，开州关闭
了该河上游流域近百家养殖场、20余家砂
石堆场，投资数十亿元，整治三峡库区消落
带，建立澎溪河湿地自然保护区。

同时，开州还挖掘历史文化，利用自然
景观、水体资源，建成举子园、风雨廊桥等
一批精品旅游景点。2023年，汉丰湖获批
首批国家水上国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
位。如今的汉丰湖已成为“大巴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他们讲述催人奋进的故事

如何缓解看病难、教育均衡发展怎么
推进、垃圾焚烧到底是什么……梳理本次
代表通道上的话题可以发现，它们涉及社
会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老百姓关心且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副院长、江北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何
建国对“看病难”这个话题很有发言权。

“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究竟
问题出在哪儿？我们经过调研发现，‘看病
难’的问题不在大医院，而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基层医院各种力量都很薄弱，老百
姓不愿意到这些地方去看病。”何建国的发
言直击要害。

何建国介绍，2019年，他所在的江北区
人民医院与距主城约40公里的复盛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进行深度合作。区人民医院派
驻医护团队进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并提
供远程医疗、转诊绿色通道等服务，解决了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急危重症转途难
的问题。上层医疗资源基本实现了复盛镇
所有居民家庭的家医全覆盖。

这一系列综合改革效果非常明显。复
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从一年3000
人次左右，达到了4万人次；以前中心没有
住院病人，现在一年有700人次左右。

他告诉大家：“复盛有群众说以前进城
看病，赶车半天，排队半天，挂不到号再来
一天，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现在基本
实现了群众家门口有‘医’靠，基层医疗机
构也有‘医’靠！”何建国说，未来他将继续
深化这项工作，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高
质量就医服务，让健康触手可及。

“读书难”也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市
人大代表、重庆市第八中学校校长周迎春
在通道上分享了他对推动教育公平的一些
思考。

周迎春介绍，重庆八中搭建了一条“云

端天路”，打破学校的“边界”，为更多学子
提供共享八中教育资源的机会。

2019年，重庆八中通过数字化手段把学
校的课堂和教育实践全域实时共享到远端，
彻底打破了时空的局限，实现了对远端学校
的沉浸式帮扶，并通过激活教师的发展和学
校的管理变“输血帮扶”为“造血兴教”。

现在有近4万名远端学生和八中学生
每天同上一堂课，真正实现了一个教师带
动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带动一个学校，一个
学校带动一个区域的优质成长。

在周迎春看来，数字时代赋能智慧教
育的深化，正在重塑新时代的教育公平，每
一次云端授课和云端教研，都在影响着远
端的师生，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创造价值。

周迎春呼吁，希望更多同仁积极融入
数字重庆建设中，持续高水平推进优质教
育的均衡与共享，更好地助推教育公平，助
力县学崛起、乡学复兴。

他们回应群众关切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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