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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对 何 欣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师范大学校
长许小红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要更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厚植与延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首先，要借鉴和
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增强理论
吸引力。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创造中
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使其成为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理论之泉。其次，重视课
堂教学的关键作用。高教系统要站在事
关国家民族振兴的高度，规范各级各类
学校相关课程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容占比，形成层次分明、科学合理、
针对性强的协同育人体系。再次，建立和
完善良好的舆论宣传机制，在全社会凝
聚思想共识。加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宣传推广力
度，使全社会增强对其的熟悉、认知和认
同，营造以史育人的浓厚社会氛围。

●在不久前召开的围绕“统筹推进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的全国
政协常委会会议上，多位政协委员将目
光投向“绿色低碳生活”，在他们看来，
推动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变革，正是实
现“双碳”目标的基础和最直接的路径。
应该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
全社会共同参与减碳的良好风尚，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国政协常
委朱永新表示，由于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涉及范围较广，涵盖衣、食、住、行等多
个方面，加之居民长期以来的传统消费
理念和习惯根深蒂固，实现生活方式的
绿色变革仍面临重重挑战。朱永新认
为，就个人而言，要在生活中养成绿色
低碳的行为习惯，比如合理使用家用电
器，使用节能材料与设备，做好家庭垃
圾分类等，同时，相关部门应该编制颁
布全民节能减排手册或绿色低碳生活
指南，使居民了解绿色低碳生活的必要
性、紧迫性和基本方法。全国政协常委
舒晓琴也表达了相同观点，认为应发布
绿色生活方式指南，积极宣传绿色生活
科学方法，探索开展个人碳积分排名，
引导群众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逐渐养
成绿色低碳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政协
报》 白鸥/整理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
保定市清苑区南王庄李素环瓜果蔬
菜专业合作社社长 李素环

“前段时间我贪便宜买了点不
常用的地膜，结果因为质量太差，又
赶 上 降 温 ，把 地 里 的 瓜 苗 都 冻 坏
了。我们一家人就指着这些西瓜过
日子呢，这些卖次货的可把我们坑
惨了，你们一定要管管啊！”

“老乡你放心，这起坑农害农的
事儿李代表早跟我们反映过了，我
们已经安排检察官开展农资领域公
益诉讼案件线索排查。”

今年 5 月，河北省保定市清苑
区检察院检察长徐文科带队到我们
合作社走访调研，有社员向他反映
不良商家销售伪劣农资产品时，徐
文科认真倾听并耐心解答。其实，
早在问题发现之初，我就向检察机
关反映过，检察机关以农资经营商
店为重点排查对象，以农资产品销
售质量为重点排查内容，对区内农
资经营商店经营的农药、化肥、农用
薄膜等农资产品进行排查，确保老
乡 们 能 够 用 上 放 心 药 、施 上 放 心
肥。据我了解，截至目前，该院已经
收 集 20 余 条 线 索 ，正 在 调 查 取 证
中。在排查过程中，检察机关与相
关部门也对商店经营者提出明确要
求：依法依规进货、销售，确保农资
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清苑区有 400 多年西瓜种植历
史，东闾乡西瓜基地入选农业农村
部评定的全国种植业“三品一标”基
地，南王庄村西瓜更是清苑农产品
的一张亮丽名片。靠着种植西瓜，
我们南王庄村入选 2021 年全国乡
村特色产业亿元村。作为瓜果合作
社社长，我深知西瓜产业的发展离
不开区委、区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
金扶持，也少不了检察机关的保驾
护航。

近年来，清苑区检察机关通过
实地走访调研，与区内的瓜果蔬菜
合作社建立常态化联系，还开通了

绿色通道，千方百计地帮助合作社
解决实际困难。检察官们是我们这
儿的常客，经常到田间地头向群众
介绍检察机关打击制假售假犯罪、
维护食品药品安全、破坏生态环境
资源以及公益诉讼等职能职责，其
中我经历的就有十来次。

作 为 一 名 来 自 基 层 的 人 大 代
表，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做好老百姓
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前段时间，我
受邀到清苑区检察院参加座谈会，
向徐文科检察长提了一个群众比较
关注的问题：“我们很多人种西瓜都
要 盖 温 室 大 棚 ，地 膜 使 用 量 特 别
大。地膜都是一次性的，有人用完
就 随 手 一 扔 ，一 刮 风 吹 得 到 处 都
是。还有人图省事，把地膜直接埋
在地头，多年无法降解，您看能不能
帮忙解决一下？”徐文科说：“李代
表，你说的这个事正好是我们近期
的工作重点，第四检察部检察官们
实地走访时也发现，这将对农村的
农业生产环境和生态环境都造成污
染破坏。我们专门向乡镇发出检察
建议，建议他们一是立即安排专人
对田间地头堆放的废弃农用薄膜进
行有效清理；二是向群众做好宣传，
严禁村民对回收的废弃农用薄膜进
行掩埋或焚烧；三是合理布局回收
网点，指导群众把农业废弃物都集
中到回收网点，保护农业生产环境
和生态环境免遭破坏。”

听了徐检的答复，我感到很欣
慰。今后，我将继续发挥人大代表
的作用，监督检察机关依法履职，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肖俊林 通讯员韩
世贤/整理）

小西瓜 大产业 检察力量让我充满信心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北京
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怀柔分公司副总
经理兼敖汉旗驻北京流动党支部书
记 薛志国

我在敖汉这片沃土长大，对这
里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情。地处干
旱半干旱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敖汉
旗特别注重生态建设，素有“绿色敖
汉”之称，而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

“敖汉小米”品牌，我尤其关注。
敖汉旗曾连续举办六届世界小

米大会，兴隆沟、孟克河、禾为贵等
多 个“ 敖 汉 小 米 ”品 牌 获 国 家 级 金
奖，并亮相意大利米兰世博会，被誉
为“世界小米之乡”。2013 年 5 月，原
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敖汉小米”实
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5 年，
敖汉小米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无论我走到哪里，每当听到
央视那句广告词“敖汉小米，熬出中
国味”，自豪之情便溢满心田。

我在调研中发现，敖汉小米的
名气大，但在现实中面临着商标知
识产权不明晰、地理标志使用不规
范、品牌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因
为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与敖汉旗检

察院的检察官们也有了更深入的接
触。

我多次应邀参加敖汉旗检察院
的检察开放日活动，对该院通过开
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主动参与敖
汉小米品牌保护非常感兴趣，特别
是该院今年开展的“用法律手段擦
亮小米品牌专项行动”让我感受颇
深。敖汉旗检察院副检察长葛春华
介绍说：“在此次品牌保护行动中，
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依法能动履职，从保护地理标志
知识产权的角度入手，用法律手段
对这一特色品牌进行保护，目的是
切实保障品牌产业的健康发展。”

工作中，他们一方面通过法律
手段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当地
小米品牌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运
用法律监督手段，保障小米质量和
地理标志商标合理合法使用。检察
机关还通过举办联席会议、召开座

谈会等方式，为小米产业发展和政
府决策积极贡献检察力量，既当好
小米品牌发展的“监督者”和“护
卫者”，又为政府部署小米发展战
略做好“智囊服务”。

6 月 12 日，我有幸参加敖汉旗
检察院组织的敖汉小米品牌保护座
谈会。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组织召
开关于小米品牌保护的座谈会，敖
汉旗农牧业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
相关行政机关负责人和当地从事小
米产业的众多企业家受邀参会。会
上，检察干警全面汇报他们在小米
品牌保护方面推出的具体措施，参
会人员对此十分满意，并提出意见
建议。我感受到了检察工作的法度
与 温 度 ， 相 信 有 了 检 察 力 量 的 参
与，小米品牌一定能成为敖汉旗的
绿色品牌、富民品牌。

（本报记者沈静芳 通讯员崔
友 刘明兴/整理）

守住茶农的好日子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四川
省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
支部书记 李君

四川省旺苍县位于米仓山腹
地，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森
林覆盖率达 66%以上，“雨洗青山
四季春”的宜茶环境成就了“米仓
山茶”的美名，2009 年该茶被列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8 年，我从成都回到农村

老家，带着乡亲们发展生态农产
品 品 牌 ，走 出 一 条 脱 贫 攻 坚 之
路。我深知，乡村振兴关键在于
产 业 振 兴 。 旺 苍 县 工 业 基 础 薄
弱，发展地方特色农业是必然趋
势。目前，米仓山黄茶种植面积
超过 3 万亩，已建成全国最大的黄
茶生产基地。茶叶产业的发展帮
助茶农实现了增收脱贫，而产业
良性发展更加需要法治护航。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我与
检察机关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
我了解到，旺苍县检察院探索开
展涉“米仓山茶”知识产权刑事、
民事、行政检察职责集中统一履
行工作模式，提升对茶品牌的保
护质效。该院开通“米仓山茶”品
牌使用企业涉诉“绿色通道”，打
造“茶业协会+行政执法+刑事司
法”的知识产权立体保护体系，为
行业提供法律帮助与支持。

今年，旺苍县检察院通过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保护“米仓山茶”
知识产权的举措让我印象深刻。
4 月底，“米仓山茶”商标注册人四
川米仓山茶业集团公司向县检察
院反映，一些商家未经授权擅自使
用“ 米 仓 山 茶 ”商 标 销 售 茶 叶 产
品。该院调查后发现，某电商平台
的个别商家以及一些线下实体店
铺未经授权使用“米仓山茶”字样、

“米仓山茶”商标图案销售茶叶产
品，造成商标混淆，误导消费者购
买，还存在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等
情况。这些侵权行为不仅扰乱了
市场秩序，还严重影响了“米仓山
茶”品牌的声誉。5月，该院向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发出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查处侵犯

“米仓山茶”知识产权的行为，推动
区域公共品牌规范使用。目前，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部门已依
法对该案进行调查。

推 窗 见 翠 绿 ，闭 眼 闻 茶 香 。
每到春茶生产季节，旺苍县检察
院、县法院、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便会组成茶产业知识产权宣传队
走进旺苍各大茶园、街巷，宣传法
律知识，提高广大茶农对“米仓山
茶”的品牌保护意识，形成浓厚的
法治保护氛围。

守好了“米仓山茶”品牌，就
是守住了茶农的好日子。我们将
与检察机关等部门携手，用法治
为“米仓山茶”品牌建好护身“盾
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曹颖频 通讯员
李敏 张维/整理)

李素环（左三）给合作社的瓜农们作农业技术指导。

薛志国（左一）和检察官一起到企业走访，了解企业农产品品牌保护情况
和法律需求。

一段跨省“姻缘”

讲述人：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柘
城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 宋静

不久前，河南省柘城县检察院检
察长李广林邀请我一起到该院帮扶的
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一进
厂区，企业负责人就远远地迎上来，拉
着李广林的手高兴地说：“李检，‘红日
子’能引来‘柘城辣椒’这只金凤凰，检
察院可是我们的大媒人啊！”

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于 6 月 14 日
在柘城投产，这对于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柘城辣椒”来说是个重要的日
子，更让该企业的帮扶单位柘城县检
察院的全体干警高兴不已。

多年来，柘城县有 20 万人集聚在
辣椒产业链上，15 万人依托辣椒产业
致富。如今，柘城已成为全国重要的
辣椒绿色育种种植基地，被誉为“中国
辣椒之都”。“柘城辣椒”先后通过“国
家无公害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等认证，被农业农村
部确定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
目前，柘城县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干椒
交 易 市 场 ，产 品 销 往 全 国 30 多 个 省

（区、市），出口欧美、东南亚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年交易量突破 70 万吨，交

易额超过 100 亿元，年出口创汇 2 亿余
元，形成了“全国辣椒进柘城、柘城辣
椒卖全球”的交易格局。

重庆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是全国
知名的辣椒制品企业，产品覆盖全国，
在华南、东北和四川均有生产基地，该
公司看重“柘城辣椒”的品牌实力，拟
在柘城建立辣椒制品生产基地。项目
落地过程中，柘城县检察院作为“红日
子”企业的帮扶单位，院党组高度重视
此项工作，通过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
助力企业快速落地并投入生产。

我了解到，其间，检察长李广林多
次走进“红日子”企业开展调研走访，鼓
励企业完善管理，练好内功，克服当前
困难，瞄准市场需求，以质量求发展，扛
好实业兴县的大旗。同时，该院依法能
动履职，通过持续开展“一检一企、服务
企业”专项活动，有针对性地加强法治
宣传和释法说理工作，充分发挥刑事、
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用实
实在在的法律服务进一步加强与企业
的联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及时的

“订单式”法律服务。
截至目前，“红日子”项目总投资

２亿元，规划占地 100 亩，预计年处理
干辣椒３万吨，年产辣椒制品 10 万吨，
实现年产值 30 亿元，年上缴利税 2000
万元以上。该企业的建成投产将对完
善柘城辣椒深加工产业链、扩大辣椒
产业规模、提高椒农收入起到极大推
动作用。

柘城县检察院通过服务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柘城县域经济，护航“柘城
辣椒”品牌，助力柘城农业走上特色品
牌的健康发展之路。对于检察机关付
出的努力，我想说一声：谢谢！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乔宇
振/整理）

受河南省柘城县检察院邀请，宋静（右）与该院检察长李广林（中）到该院帮扶
的河南省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走访调研。

编者按编者按 农业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品牌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的重要标志。。近年来近年来，，在人大代表的关注推动下在人大代表的关注推动下，，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检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履行检
察职能察职能，，综合运用立案监督综合运用立案监督、、检察建议检察建议、、提起公益诉讼等手段提起公益诉讼等手段，，严厉打击侵害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行为严厉打击侵害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行为，，推动建立完善农推动建立完善农
产品品牌保护长效机制产品品牌保护长效机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检察力量，，也获也获得了代表们的积极肯定得了代表们的积极肯定。。

““检察蓝检察蓝””擦亮乡村振兴擦亮乡村振兴““金名片金名片””

李君（右）深入农户家中了解收成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