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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树合

在山东省莒县岳家村，提起许传
江，群众没有不竖大拇指的。从担任
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带领村民致富，
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把群众的呼声带
到全国两会，他始终秉持一颗赤诚之
心，一心一意为群众办实事，先后被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当书记就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

1982 年，年仅 27 岁的许传江成为
岳家村的“当家人”。面对一穷二白的
村子和乡亲们的殷殷期盼，他暗暗下
定决心：“当书记就要干实事、好事，干
出个样子，带大家过上好日子。”

许传江先是带领村干部到寿光市
学习大棚种植技术，学成归来的他和
村干部们带领乡亲们盖起了大棚，发
展种植业，逐步解决了乡亲们的吃饭
问题。之后，他又把发展集体经济作
为发展方向，东拼西凑办起了村里第
一个集体企业——油漆厂。

由 于 缺 乏 生 产 经 营 经 验 ， 刚 开
始，工厂产出的油漆质量不过关被退
了回来。为了提升产品质量，许传江
奔 赴 青 岛 寻 求 专 业 人 员 进 行 技 术 指
导，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工厂生产
的油漆在市场站稳了脚跟，当年实现
盈利 7万元。

油 漆 厂 的 生 产 经 营 逐 步 迈 上 正
轨，许传江又带领全村陆续引进了制
衣、食品等企业。目前，全村集体资产
超过 10 亿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6500 万元。在他的带领下，村里还投资
3150 万元建起老年公寓，60 岁以上的
老人可以免费入住，学校、医院、超市、
健身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各种文体活动有声有色，村民们的生
活越来越幸福，日子越过越红火。

积极履职 为检察工作建言

2018 年以来，许传江连续当选两
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一直很关注检
察工作，也曾多次走进检察机关参加
检察开放日等活动。”谈起与检察机
关的缘分，许传江说道。

2022 年 11 月 17 日，许传江应邀
到莒县检察院参加活动，在交流过程
中，他为该院开展的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点赞。“你们走进社区给家长和孩
子们讲法，我听了，效果非常好，我
们 就 需 要 这 样 既 专 业 又 接 地 气 的 讲
解，希望能够多多开展这样的普法宣
传活动。”

据了解，莒县检察院专门打造未
检普法团队，吸纳全院青年干警，轮
番进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传，同时
实施“蒲公英计划”，将在校学生培
养为法治宣传员，以点带面强化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

在基层农村工作多年，许传江关
注的议题也大多和农村有关。他注意
到，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拓
宽了农产品的销路，同时，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助农和销售农产品的幌子，
却进行虚假宣传和销售假冒产品，从
而非法获利。

许传江建议，检察机关进一步加
大对网络直播带货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直播带货法
治环境。

“作为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和人
大代表，我也将在工作中继续广泛收
集社情民意，提出更多高质量的意见
和建议。”许传江说。

为群众办好事、发好声

在许传江与群众交流的平台中，
有一处场所的名字带有浓厚的山东地
域特色——“一家人拉呱吧”。2023
年 3 月，莒县积极探索延伸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平台，在全县 355 个居民小
区内设立“一家人拉呱吧”。工作之
余 ， 许 传 江 就 会 来 到 小 区 的 交 流 平
台，和群众聊聊家常，征求他们的意
见建议。

拉呱在山东方言中是指闲谈、聊
天的意思，许传江常说，“代表工作
就要接地气，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
么 话 坐 下 来 拉 拉 呱 ， 我 非 常 欢 迎 。”
当 选 人 大 代 表 后 ， 许 传 江 变 得 更 忙

了，找他的群众也越来越多，但他仍
然一如既往地耐心听、仔细记。

有时，来访群众实在太多，前面的
人说不完，后面的人说不上，怎样才能
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呢？思来想
去，许传江有了主意。经过开发调试，
一款名为“民情小管家”的微信小程序
正式上线了，借助这款小程序，群众通
过手机留言就能反映问题。

“大家反映的问题范围很广，大
到对城市建设规划的想法、需求，小
到家长里短，我都尽可能做好记录和
答复……”许传江一边向记者展示小
程序上收集的社情民意，一边介绍道。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许传江
围绕社情民意，用心用情反映群众的
呼声，多年来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议
案建议 30 余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上，许传江提出 《关于加强扶
持社区居家养老政策的建议》，建议
完善适度普惠的老年福利制度；加快
推进实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强服
务人员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社会地
位。该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及
时反馈。

人大代表是一座桥，一头连着党
和政府，一头连着万千群众。“作为
一名人大代表，我将继续扎根基层，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
积极建言献策，为群众办好事、发好
声 ， 才 能 对 得 住 群 众 的 信 任 和 期
待。”许传江动情地说道。

许传江：现场“拉拉呱”，线上汇民意

许传江 全国人大代
表、山东省莒县城阳街道
岳家村社区党委书记

2017 年 9月，许传江（左）到群众家中走访调研。许传江（中）向村民了解生产经营情况。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穆煜

提 到 荆 楚 美 食 ， 不 得 不 提
“小胡鸭”。它的创始人就是湖北
省人大代表、湖北省荆州市小胡
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胡秀
容。

从两个人、一辆木质手推车
的个体“夫妻档”起步，到现在
年销售 300 万只鸭子、年产值达 8
亿元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胡秀
容和丈夫用 27 年的时间，证明了
只要肯用心，就算是一只小小的
鸭子，也能做出“大文章”。1996
年春天，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胡秀容和丈夫怀揣着老鸭加工的秘方和创业的
梦想，从四川乐山顺江东下，来到荆州，开始了作坊式的生产和销售。在胡秀
容看来，荆州湖泊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养殖天麻鸭的优势自然天成，是天然
的聚宝盆。

产品质量至关重要，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胡秀容带领企业一步步
改善生产条件和卫生环境，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确保产品卫生和质量，企业
也从最初的作坊式加工到工厂化生产，发展到如今的机械化生产。如何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持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胡秀容认为，除了要对产品质量严格把
控外，还要推动产品技术的持续创新。胡秀容把创新驱动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
支撑，带领企业完成多项省、市级重点科研专项，同时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组
建了包括食品研发、生产管理、质量检验等 60 多人的工程师团队。目前，企
业拥有 14 项发明专利，9 项实用新型专利。既坚守初心，又不断创新，让“小
胡鸭”品牌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2023 年，企业又上市了 5 个新品，销售额比
上一年增长 20%。从“一只麻鸭闯天下”，到百种产品“称霸江湖”。如今，公
司的销售网络从湖北，一路延伸到北京、上海，并打入新加坡、泰国等海外市
场，年产值近 10亿元。

作为来自企业界的人大代表，一直以来，胡秀容长期与检察机关保持着密
切联系。“在过去一年中，我最关注的是检察机关以检察履职助力优化营商环
境的相关工作。”胡秀容说，她曾多次受邀参加检察机关组织开展的座谈、调
研等活动，对检察机关为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所做的一系列工作印象深刻。“我
了解到，荆州市沙市区检察院依法能动履职，为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开展了很
多工作，包括设立企业服务专员、开展‘送法进企业’专题宣讲、开发惠企通
道小程序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检察智慧和力量。”胡秀容说道。

胡秀容希望检察机关将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服务大局的重要抓
手，充分发挥好“四大检察”职能作用，主动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精准法律服
务，助力企业防范法律风险、实现规范化科学管理，同时不断加强知识产权综
合司法保护，立足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和法律监督职能定位，为民营企业
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司法保障。

湖北省人大代表胡秀容：

舌尖上的大文章

□本报记者 韩兵 通讯员 毕聪聪 韩雪

近日，记者走进黑龙江省克山县二河村，这里道路宽敞，民居整洁，一幅
“高颜值”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村子的发展离不开二河村的当
家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二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涛的努力。

二河村裴家屯北邻乌裕尔河，区域内水草丰富，刘涛结合本村地缘优势，引
导农户发展湖羊养殖。2021 年，二河村与克山县天悦公司签订养殖协议，由村里
提供 4.4 万平方米土地，建设了存栏可达到 1 万只湖羊的养殖小区，当年村集体
年增收 3 万元。刘涛还带领村民大力发展菜园经济产业，开创了“蔬菜+瓜果”的
种植模式，如今，村里新建果蔬基地 170亩，建造标准化大棚 6座。

刘涛告诉记者，近几年，二河村“两委”干部引导村民利用离县城近的优
势，将自家种的菜销往镇上促进增收。村民们在自家庭院里采用多茬、间作的
技术模式，产出的茄子、辣椒、豆角、小葱等 10 多种蔬菜，因其绿色、健
康、口感好而深得城乡居民的喜爱。“现在大家都讲究养生，绿色菜卖得好。
如今，村里到县城通了水泥路，村民开着农用车 10 多分钟就能到达县城的市
场。”刘涛说。

如今的二河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绿色“菜园村”，村民的腰包渐渐鼓了
起来，看着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生活幸福感、满意度不断提升，刘涛干劲
满满，表示将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带领乡村实现新的发展。

当选黑龙江省人大代表以来，刘涛履职尽责，围绕群众关心关注的民生问
题积极建言献策。在 2023 年的黑龙江省两会上，刘涛提出关于加强农村老年
人生活保障的建议。

刘涛表示，在农村，60 岁以上老人收入普遍偏低，大多依靠自家口粮田
对外承包和流转所得，每年人均收入普遍不超过 8000 元。他建议提高 60 岁以
上老年人养老保险的补贴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建议在财政允许的情况下，将
补助金额提高至每人每月 400 元至 500 元；同时，加大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
力度，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使养老机构有能力为更多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服务，
使更多孤寡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刘涛：

美丽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许传江（右）到村里的老
年公寓看望老人，向老人宣讲
全国两会精神。

胡秀容向网友介绍公司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