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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霍瑶、马
晓媛、许晟)49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马瑞燕是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作为一名来
自高校的代表，她却常说自己“从农田里
来”。

“我的专业是生物防治研究，通俗点讲，
就是利用昆虫的自然天敌来寻找防治虫害的
方法，减少农药残留。”从事教育工作 20 多
年，马瑞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田埂间、实
验室、讲台上。刚刚过去的春节，她只在年初
一休息了一天。“很少在双休日休息，暑假也
没有，夏天正是研究农业病虫害的黄金季节，
不能错过。”马瑞燕说。

闲暇时候，马瑞燕会在大学校园里散散

步，她有一样随身携带的东西：放大镜。用来
观察树叶上、草地上、花圃里的生物，把有研
究价值的带回实验室。“来北京开会我也带
着。”她笑着说。

多年奋斗带来的是一系列耀眼的成绩：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项、
获得“陷阱捕虫器”等多项国家专利、和团队
历时 6 年拍摄科教科普电影……

2013 年，马瑞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今
年又再次当选。6 年来，她总共提交了 20 份
建议，不论是“涉农专业教育精准扶贫”，还是
“设立国家技术创新基金”，全都离不开“农”。

“农业是个艰苦的行业，偏公益性，就业
的待遇和其他行业不能比，吸引和留住人才

都很难。”每每谈到学生，马瑞燕的心疼全写
在脸上：选择农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农村
养育的孩子更懂农村，对土地有着天然的情
感，同时家庭也相对贫困，一万多块钱的学费
对城市人家的孩子不算什么，但对有些农村
家庭则是一年甚至两年的收入。

去年，马瑞燕在 11 个省市调研、走访发
现，46% 的涉农专业学生要靠贷款来继续学
习。不少热爱这份专业的学生觉得压力大，有
的还会中途放弃。

“我希望自己站在讲台上时，面对的是
渴望知识的眼神，而不是背后藏有顾虑。”为
此马瑞燕持续关注这群学生，建议减免高等
农林院校涉农专业学生的学费，让更多优秀

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可以安心学习 、继续深
造。“看似就是一个学费减免，其实刚好在我
们国家这几个大的关键词‘农业’‘教育’‘扶贫’
‘科技’的交会点上。改变涉农专业的招生政
策，是对贫困地区农民家庭最精准的帮扶。”
马瑞燕说，一个村里娃上了大学，一户农家
就有了希望，未来农业科技发展也有了后备
力量。

和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为热爱的研究
事业奋斗，是马瑞燕最大的骄傲和快乐。“科
研的过程其实很享受，那是一个去假设、去发
现、去探索生命的奥妙的过程。对我来说，农
田就是我传授知识的讲台，而讲台就是一片
希望的田野。”她说。

6 年 20 份建议，全都离不开“农”
“从农田里来”的高校代表马瑞燕：建议减免高等农林院校涉农专业学生的学费

全国人大代表米忠义来自沈阳北方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传动设备分公司，1983 年开始
干车工，三十几载寒来暑往，如今已成了高级
技师。米忠义虽然是一名普通工人，但爱钻
研、重学习，多年的勤奋努力令他精通镗、磨、
钻以及钳工工艺，十余名徒弟都成了公司的
技术骨干。米忠义不仅技术本领过硬，而且因
为爱搞创新而闻名，根据他的设计完成的加
工工艺，为公司的新产品研发做出了重要贡

献，被工友们称为“改进技术大王”。
米忠义认为，创新不仅为企业发展提供

不竭动力，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要认认
真真将每一件小事做深悟透，不放过对每个
细节的把握，才能在高超技艺的基础上实现
新的突破与超越。

对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米忠义表示，
要扎根基层，把履行代表职责作为崇高的事
业，在新时代争取有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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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9 日
电“城市里也有穷村的，我们
就穷过。”有此感触的是沈
彪，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嘉
定区马陆镇北管村党总支书
记。沈彪在村支书的岗位上
32 年，带着村民先“治穷”再
“治乱”，到如今日子“啥都不
缺”，他要操心的“关键词”变
成了“品质”“宜居”———“总
之就是建设美丽乡村，提高
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沈彪说，在他看来，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老百姓
安居乐业，就是乡村振兴的
最终目标。

沈彪皮肤黝黑、说话实
在，言谈中字字句句都流露
着对农村的真切感情。“改革
开放 40 年，我们村‘地覆天
翻’发展的全过程，我心里再
清楚不过了。”

1986 年，28 岁的沈彪
成为北管村的村支书。那时，
村民依靠种植水稻、棉花等
农作物谋生，一年收入几百
元，“几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
朝天”。“我那时候满脑子就
是‘怎么让村民富起来’。”沈
彪说，自己当时年轻，心想
“只要努力、勤奋、吃苦，肯定
找得到发展的路”。于是，沈
彪天天跑出去招商引资，想
要发展农村经济。

从 1986 年到 2003 年，
北管村建起 100 多家企业，
衬衫厂、食品厂、化妆品
厂……一家家企业走进来，
村里的 2000 多亩土地开发
了 1700 多亩，十几年的时间
里，村民年收入增长到几千
块，“我们把‘穷’的帽子彻底
地摘掉了。”沈彪说。

就这样，“治穷”的工程
“结项”，也随之带给沈彪下
一项任务：“治乱”。经济水平
上去了，企业也带来大量外
来人口，村里户籍人口约
2400 人，外来人口最多时有
17000 人。人一多，用水用电
等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社会秩序变复杂……沈彪又把
社会治理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

为消除安全隐患，北管村装上了 200 多个监控探头，
建立村级联勤中心实时查看村里角角落落的情况，对安
全隐患进行常态化管理。2012 年到 2015 年，北管村又投
入约 1700 万元实施车辆管控、小作坊整治等 43 项为民
实事工程。如今走在北管村，沥青路面干净整洁，沿街店
铺秩序井然。

沈彪知道，生活好了，村民的需求也提升了，如何更
加“宜居”，成为他在新阶段的思考重心。

“现在村里有商业中心，超市、菜场、各种店铺应有尽
有。我们建了生态公园供村民散步休闲，篮球场、跳舞场
等室外健身场所人气很高，图书馆、书法室为村民提供了
学习空间，有不同兴趣爱好的村民都有相应的去处。”沈
彪如数家珍。如今他还多了一个新身份，北管村“河长”，
带领村民守护 20 公里的河岸线，从源头管控工业废水、
生活污水的排放，“水质好了，河边钓鱼的村民也多了。”

“如今，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宜居家园。”沈彪说，自己
此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参会，也带来了村民的心
愿：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帮助编制村庄建设规划。

“村民手头不缺钱，都在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想翻修、
新建房子，但如何能够舒适宜居又符合新农村总体规划，
希望有关部门予以明确和指导。”沈彪说。

(采写记者：郭敬丹、王琳琳、朱翃、许晓青)

▲这是米忠义（前右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建华摄

这是米忠义（左）在沈阳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传动设备分公司车
间与工友交流（2 月 2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这是米忠义在沈阳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传动设备分公司车间工作（ 2 月 23 日
摄）。 新华社记者杨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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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郑昕、高敬)“快 20
年时间里南宽坪镇的山路我走了 8 万公里，穿坏了 100
多双鞋，背坏了 8 个背篓……”全国人大代表宁启水说起
自己的经历时，黝黑的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

宁启水是国网陕西山阳县南宽坪镇安家门村党支部
书记，负责维护南宽坪镇几个山村的用电工作。分布在山
沟沟里的 400 多户人家，就是宁启水负责供电保障的“客
户”。这里地处秦岭南麓，山大沟深、群众居住分散，就在几
年前村子里连路都不通。宁启水去老乡家抄表收费、抢修
故障，全靠两条腿翻山越岭。每个月单是抄表一项，他就得
花上半个月在山里，每月上下山步行的距离都超过 300 公
里。他的服务范围却不止群众用电一项。每次上山，在他身
后的背篓里，除了专业器具外，还装着给山里的老人和困
难群众捎带的米面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农忙时节，乡亲们
的化肥、种子也经常让他帮忙背到山里去。他的背篓常常
有几十斤重。要知道，普通人空手上山都觉得辛苦。

因为有一双坚定的腿和一颗热忱的心，宁启水被群
众称为“铁腿”电工、“背篓”电工。

他服务群众的真心，赢得了群众更深的信任。2011
年，他被选为安家门村党支部书记。这位“铁腿”电工的肩
上，除了背篓，又增添了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新使命。

怎么尽快让乡亲们富起来、改变乡村面貌，成了他时
时放在心里的新课题。宁启水和村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后
决定，扩大黄姜的种植规模。思路打开了，乡亲们纷纷琢磨
起致富门路——— 有的因地制宜在坡地种植柴胡等中药材、
条件好的老乡家里还养起了生态土猪。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没有路，这么多的好产品却
运不出去。村里通不上动力电，产品在村里又加工不了。
在多方努力下，去年山里终于修通两条硬化公路。乡亲一
直盼望的一座新桥也正在建设中。

宁启水发现，基础设施落后不仅是他们一个村、一个
县的问题，而是不少贫困地区共同的困难。今年他就把加
大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力度等建议带到全国两会上。“我
53 岁了，可能过几年就不能背起三五十斤的背篓给乡亲
们送物资了。”宁启水说，希望加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要是村村通上动力电、家家户户门
前都有路，就能为乡亲们铺出产业发展的致富路。

山村“背篓”书记
宁启水代表领着乡亲走上致富路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周颖、罗
沙)“产业转型了，农民工也需要升级！”在今
年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驻地，无论是在分
组讨论上，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时，杨飞飞代
表一有机会就争取为农民工兄弟姐妹说点
话：加大对产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扶志、扶
技 、扶资力度，不让他们在经济转型中“掉
队”！

外形沉稳干练，说话严谨，今年 32 岁的
杨飞飞出生于江苏南通的农村。从小就喜欢
捣鼓各种机器、零件的他，家里的收割机、手
扶拖拉机是他的“最爱”。哪个零件坏了、哪个

机器部件需要保养，杨飞飞总要自己先动手
研究一番。

看到杨飞飞对机械感兴趣，动手能力又
强。初中毕业后，父亲便把他送到当地的技校
学习模具钳工。杨飞飞沉浸在锉刀、榔头、锤
子的世界，一遍一遍打磨自己的技艺。

2003 年，富士康公司来学校招工，仅有
5 名学生被录用，杨飞飞就是其中一个。来到
深圳，杨飞飞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从
通过师傅“传帮带”接触机器，到独立操作一
台台精密仪器，杨飞飞体会到做技术带来的
快乐和成就感。

“深圳的创新速度太快了！在我们公司，
技术人员每年、每个月、甚至每天做的东西都
不同。可以说，我们每天都在做技术创新。”杨
飞飞说。

不断琢磨优化工艺流程、提升产品品质，
杨飞飞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并收
获了成绩。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公司内部一
项创新比赛中，杨飞飞的创新案例从数万人
中脱颖而出，获得比赛第一名，帮助一项产品
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 30%。

从一名技校毕业的学生到被评为“全国
劳动模范”称号。如今，杨飞飞又带着基层的

声音和盼望来到全国两会。
杨飞飞说：“我这次带来的建议是，加大

对产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扶志、扶技、扶资力
度，尤其是对农民工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考
核和技能鉴定，让农民工能有更好的职业上
升通道。”

杨飞飞表示，有今天的成就，自己是幸运
的。但并不是每个农民工都能像他一样幸运，
进入大企业，接受比较完善的技术培训，掌握
一技之长。农民工需要政企校各方为他们“赋
能”，开展针对他们的培训，让他们在转型升
级的产业中，有更多发展机会。

产业转型，农民工也需要升级
杨飞飞代表：建议加大对产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扶志、扶技、扶资力度

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记者刘邓)今
年 61 岁的全国人大代表王书茂，是海南省琼
海市潭门镇的一名“老船长”，18 岁就跟随父
辈出南海、到四沙，一年中有 8 个月在海上度
过。

“自古行船半条命”，大海无情，风险无处
不在。两会期间，王书茂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对“壮大海洋经济”感到非常振奋。

“海洋渔业作为海洋经济的一部分，这些
年国家很重视，我们渔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
到很大改善。以前只能靠罗盘和祖传的《南海
更路簿》，有的时候为了判断岛礁的位置，还
要爬到渔船桅杆上观望。现在船大了，有了导

航系统，但还是不够用，有些海域还是收不到
电视信号，不能及时了解天气变化，这对出海
的渔民是很危险的，希望政府加强海洋信息
建设。”

得益于政府的补贴，“老船长”如今已将
吨位小、风险高的木制渔船换成一条 120 吨
的钢制渔船，和他的两位老兄弟共同经营。

“渔民兄弟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出海安全
和如何转产转业方面。”王书茂将收集的意见
记在小本上。

随着南海渔业资源的减少和国家对海洋
生态保护的重视，部分渔民面临着转产转业
的新选择。“以前渔船小，捕捞的工具也没有

现在先进，但出海一趟收获不错。现在船大
了、船多了，竞争也激烈，这几年出海的效益
也在下降。”43 年的渔业生涯，“老船长”对情
况了如指掌，心里有一本透亮的账。

“渔民转产转业，无论算国家的账还是渔
民自己的账，都到了必须走这一步的时候。”
王书茂说。目前潭门港有 90 多条渔船需要转
产，2000 多名渔民需要转业。但怎么转，不仅
难住渔民兄弟，也难住了王书茂。“每条船都
有 20 多名船员，每个船员背后都是一个家
庭，不打鱼了，生计靠什么？”王书茂说。

王书茂发现不少外地游客经常租渔船在
近海观光或开展海上垂钓活动，2017 年 11

月，海南首个休闲渔业试点项目也落地潭门。

“我今年准备拿出两条老木船来响应政府休
闲渔业的号召。”王书茂说，“自己先试试水，
学习怎么上岸生活，以后再琢磨着搞点海洋
特色的民宿。”

王书茂说，我国很多沿海地区的渔民都
面临着跟潭门一样的转产转业难题，国家提
倡发展休闲渔业是个好办法。但渔民不太了
解，希望政府多办学习班，让渔民了解休闲渔
业的好处，在政策和资金上多支持渔民转型
发展。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出台渔业旅游配套
措施，把传统渔业文化打造成旅游项目，让渔
民吃上“旅游饭”。

“老船长”王书茂的海陆“两栖”转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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