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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钟园园

“我得赶紧把有关‘三农’的好政
策、好消息告知乡亲们。”参加完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国人大代
表、民建平阳基层委副主委、浙江省平
阳县鳌江镇食用笋种植户陈爱珠回到
家乡，马不停蹄地走进田间地头、村委
会 和 村 民 家 中 ，分 享 两 会 见 闻 ，谈 体
会、话感受、聊收获。

上世纪 90 年代，陈爱珠承包下百
亩荒山种竹子，反复试验制定出“还绿
于山”与“经济效益”两者兼顾的可行
种植方案，成立“平阳县食用笋种植试
验场”，带领乡亲们致富。当选全国人
大代表后，陈爱珠深入群众，听民意、
察民情，为民代言。

果敢：一腔热血辟荒山

“我是一名农民代表……”不管在
哪里，陈爱珠常常这样介绍自己。1970
年，陈爱珠出生在平阳县鳌江镇联南
村，从小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看着
家乡荒芜的大片山地，小小的她暗暗
想，那里能种些什么呢？

1992 年，陈爱珠承包了梅溪凤岙
的 百 亩 荒 山 ，创 建 平 阳 县 马 蹄 笋 基
地。她一头扎进荒山，日子一天天过
去，原本光秃秃的山地逐渐被翠绿的
竹子覆盖，迎来了丰收。村民们都惊
呆了，没想到陈爱珠真的把荒山变成
了“金山”。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从创
业中尝到甜头的陈爱珠鼓动附近村民
一起种竹子，共同致富。有些村民担
心挣不到钱、白忙活，比较迟疑。她就
把竹子的栽培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远近村民，还赠送竹苗。在
陈爱珠的帮助下，当地村民纷纷种起
竹子，既还绿于山，又大大增加了经济
收入。陈爱珠因此荣获全国“三·八”
绿色奖章。

从荒山到青山，从茅草丛生到修
竹茂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千
辛万苦，但陈爱珠从来没怵过，逢山开
路遇水搭桥，披荆斩棘带着乡亲们走
了过来。提起她，乡亲们都竖起大拇
指：“能吃苦，头脑灵活，是带领咱们致
富的大能人！”

陈爱珠可不只会种竹子，心里还
装着农村发展的大蓝图。她深知，要
让农村彻底摆脱贫困，就要掌握知识、

多读书。她又办起了扫盲班，帮助全
村妇女姐妹们脱盲识字，为乡亲们传
授农业种植技术、宣讲法律知识，还协
助化解了一些邻里纠纷。后来，经当
地妇联的推荐，她获得第四届全国“巾
帼扫盲奖”。

除了调解纠纷，陈爱珠还特别关
注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家暴等议题，
她连续多年为寒门学子和失学儿童奔
波求助，助力他们重返校园。有个 10
岁的女孩，父母意外离世后，生活陷入
困境，面临辍学。陈爱珠得知后，毫不
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女孩，给予无微不
至的关怀与照顾，让她重新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陈爱珠的这些善举，被中
央电视台等众多媒体报道，成为大家
心中的楷模。

担当：一心为农促发展

2018 年，对于陈爱珠来说，是人生
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当选为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登上了更广阔的舞
台，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

深入基层，走村串户，倾听村民的
心声成了陈爱珠的日常。围绕种植业
发展、农村闲置房再利用、基础设施完
善以及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她在全
国 人 代 会 上 接 连 提 出 一 系 列 宝 贵 建
议 。 这 些 建 议 凝 聚 着 她 的 心 血 与 智
慧，带着浓浓的泥土气息，为乡村发展
打开了新的思路。

“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保障。”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陈爱珠敏
锐地察觉到检察机关在助力“三农”发
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于是，她积极参
与 检 察 机 关 的 相 关 活 动 ，在“ 护 航 农
耕·绿剑行动”中，陈爱珠与检察人员
一同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宣传法律
知识，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在“护航
农资行业健康发展”意见征集会上，她
为提升农资领域执法监管水平、规范
农资市场发展、农资合规经营意识淡
薄等问题出谋划策。

陈爱珠常说：“乡村振兴不是一个
人的事，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她带着
平阳农特产品“五个鲜”到全国两会现
场，展示平阳农业品牌发展以及乡村
振兴成果，抓住每一个机会为家乡农
业代言、为“三农”发声。

在调研中，陈爱珠发现一些地方
引进新农人，采用新模式、新技术，形
成了乡村振兴的新业态、新产业链，大

大 推 进 了 和 美 乡 村 发 展 。 2024 年 10
月，陈爱珠与平阳县人大人表、该县农
创客会长胡茜茜一同走访农创客，考
察交流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实地“看”，
现场“听”，当面“问”。针对乡村振兴
面临的新形势，她在交流时说：“以科
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我相信
身为农创客大有可为。”她还勉励“新
农人”科技强农、机械强农，报效家乡。

赤诚：一片丹心向阳开

一路传递基层声音，一路回应群
众期盼。陈爱珠时刻牢记自己的代表
身份，一刻也不敢怠慢。防灾减灾、养
老、未成年人保护等，群众关心的事，
就是陈爱珠调研的重点。

在履职过程中，陈爱珠和“法”结
下了不解之缘。她受邀参加检察机关
举办的“检察开放日”“检察建议案件
评查”“浙南红检 案例讲述会”等活动
近 20 次，深切感受到“浙南红检”走出
了 一 条 运 用 法 治 之 力 切 实 提 升 民 生

“温度”的“检护民生”之路。
2023 年 3 月，陈爱珠接连收到来自

最高法、最高检的两封感谢回函，其中
一封告知她，“您去年提出的‘持续加大
对未成年人保护力度’建议，体现在今
年最高检工作报告第 10 页、第 24 页”。
从多年前长期资助十几个孩子起，陈爱
珠一直特别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与健
康。她提出的关于建立儿童青少年脊

柱侧弯预防和干预体系、关于在基础教
育中加强“双碳”教育两份建议，得到国
家卫健委和教育部的答复。

今年全国两会上，陈爱珠继续关
注未成年人保护议题，建议严格落实
从 业 禁 止 制 度 ，预 防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犯罪。

近些年，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
件 时 有 发 生 ，这 让 陈 爱 珠 痛 心 不 已 。
此 前 ，平 阳 县 检 察 院 在 办 案 中 发 现 ，
辖 区 部 分 乐 器 类 销 售 门 店 存 在 未 经
培训经营备案、未提供培训人员无犯
罪 记 录 证 明 就 向 未 成 年 人 开 展 乐 器
培 训 活 动 的 情 况 ，遂 开 展 监 督 工 作 。
今年 3 月，陈爱珠与检察官一起监督
查 看 问 题 门 店 整 改 情 况 。 让 她 欣 慰
的 是 ，经 随 机 走 访 ，发 现 乐 器 培 训 机
构 规 范 经 营 ，培 训 教 师 均 已 经 入 职
查询。

“检察院在保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陈爱珠希望检察
机关主动担当作为，搭建人大支持、多
部门协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体系，从源头斩断伸向
未成年人的黑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筑牢“防火墙”。

人大代表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陈爱珠表示，她
将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听民情、集民
意，当好群众的“扩音器”“传声筒”，真
正地为民办实事，推动家乡发展与时
代同步、与国家同频。

陈爱珠：齐心协力谋振兴

陈爱珠 全国人大代表、民
建平阳基层委副主委、浙江省平
阳县鳌江镇食用笋种植户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眉像鸟之双翼，向外舒展；眼如
鱼之对游，向内汇聚；鼻如山之脊梁，
向下贯通……”春日繁花盛，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省长子县法兴
寺内，游客络绎不绝，山西省人大代
表，长子县天王寺、法兴寺、崇庆寺文
物所副所长张宇飞正热情地向参观
者讲解镇寺之宝——宋塑十二大菩
萨造像。

张宇飞自 1993年到崇庆寺担任
文保员后，便与“国保”结下不解之
缘。1997 年，因工作需要，他又被聘
为法兴寺的文保员，这一守就是 20
多年。从文保员到讲解员，从物理保
护到潜心研究，张宇飞将全部精力投
入长子县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的事业之中。他翻阅史料、研读碑文，请教专家、走访
乡民，探求文物的“前世今生”、感受其深厚的文化与历史价值。

当选山西省人大代表后，张宇飞深感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深入走访调研，了
解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聚焦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难点，从保护技术、文旅产业发
展、文旅人才培养等方面建言献策，提交《关于加大我市早期木结构古建筑保护力
度的建议》《关于培养文旅讲解人才的建议》等。在《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草案）》专家论证会上，张宇飞就基层红色遗址保护提出多条建设性意见。

山西省地上文物数量庞大，在多年的文物守护工作中，张宇飞发现，部分文保
单位管理不到位、低等级文保单位修缮不及时、部分不可移动文物被不当利用、古
建筑构件存在被盗卖情况。对此，他倡议建立文物保护志愿者协会，号召来自全省
各行各业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衷于文物保护工作的人士加入，共同为守护三
晋文脉接续力量。2024年，在山西省两会期间，张宇飞提出的“关于加大文物和文
化遗产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力度”的建议引起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他提出，山西
检察机关开展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工作，要立足山西特色，不仅让文物“守得
住”，更要“活起来”。

张宇飞说，文物和文化遗产公益诉讼应当涵盖多种类型，既要包括古建筑、石
窟寺、石刻、彩塑、壁画等不可移动文物，也要包括体现历史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
术品、古籍文献等可移动文物，还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法治方式护佑文化传
承发展。同时，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涉及职能部门众多，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同各部
门的沟通协作，加强文物行政执法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推动系统治理和源头治
理，共同承担起文化强省的光荣使命，持续奏响三晋奋进强音。

山西省人大代表张宇飞：

相伴国宝三十载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雷志帆

“作为基层人大代表，我要切实
发挥代表作用，努力做到‘人民选我
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
诺。”近日，在河南省洛宁县人大常委
会组织的“人大代表走洛宁”主题活
动动员会上，河南省十四届人大代
表、洛宁县长水镇长水村党支部书记
兼村委会主任王松武发言表态。

朴实、随和、豁达，是当地村民对
王松武最直观的印象。扎根基层四十
余年，王松武以赤诚的“乡土情怀”投
身乡村振兴事业。他主导成立集体经
济股份合作社，壮大村集体经济，先
后说服村民流转土地 1000 多亩，全
部入股合作社，给农户颁发股权证。截至目前，合作社包含土地股 1000股，每股年
分红 1200 元；人口股 2400 股，每股年分红 60 元；社会福利股 370 股，每股年分红
300 元。全村分红 120 万元左右，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60 万元，真正实现“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为了提高全村治理水平，王松武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探索精细化网格管
理模式，形成村级一张网，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网中，力求做到
小事不出网，大事不出村，重大事项上报相关部门分类解决。为更好地为民办
好事、办实事，他将全村 600 多户群众房屋结构、家庭人口、务工情况、养老就医
等信息全面登记造册，实现基本群体、特殊群体、流动群体三项翔实信息建档
入库，及时发现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到对村情民意了如指掌。持续创新运用

“四议两公开”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通过民主决策，充分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强化基层治理，用心用
情办好群众的“心里事”。

2023年，王松武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他积极学习人大知识提升履职能力。他
经常深入背街小巷、群众家中、田间地头，面对面听取意见，零距离发现问题，努力
做好群众的代言人。近几年，他累计向省市人大提交意见建议 30余件，接待群众来
访 40余次，协助化解矛盾纠纷 60多起。

“我参加过几次检察机关举行的听证会，有一次是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制发
前，集思广益，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检察机关努力把检察建议做成‘刚性’，
做到‘刚性’，推动社会治理，体现了检察机关担当作为。”履职过程中，王松武对检
察工作印象深刻。

河南省人大代表王松武：

一心一意为村民

陈爱珠与平阳县检察院干警回访未成年人文身治理专项行动落实情况。

陈爱珠参加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