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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但家庙镇的农家小

院内，县第十八届人大代表、
但家庙镇第二十届人大代表刘
圣华，正打响手中的快板，用
嘹亮的声音、欢快的节奏，为
现场群众送去文化大餐，把党
的好声音传播到群众的心坎
里。

“我年纪大了也不认字，
你们讲政策给我发这个传单，
我也看不懂。”在一次入户走
访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
跟刘圣华说，“你们当时说了
我能听懂，留下的这个传单我
想对照着看，我也看不懂。”

但家庙镇是典型的畈区乡
镇，青壮年多出去务工，留守
在村里的都是老人，而基层工
作更多的是要让群众理解，刘
圣华就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能不能用更浅显易懂的方式让
群众了解政策、宣传政策。在
但家庙镇人大代表座谈会上，
刘圣华积极反映了她的问题建
议，镇人大主席团高度重视。
于是，在2023年3月，由镇人
大牵头录制的但家庙镇《但说
无妨竹板歌》应运而生，将党
的二十大精神、多种惠农政策
等改编成为朗朗上口的快板
词，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
“贴心话”。刘圣华还充分发
挥她多年跳广场舞的文艺特长，参与到
视频录制中去。视频上线后被频频转
发，点赞量超过2万。之后走村入户的日
子，刘圣华会随身携带快板，跟群众唠
一唠政策，让宣讲精神打通最后一公
里。

2023年，有群众反映，暑假村里孩
子不知道往哪送，能否开设一个儿童活
动的场所。刘圣华得知后，向镇人大提

出《关于关心关爱留守儿童，
给留守儿童提供活动场地的建
议》。经过镇党委、政府多方
争取，由中央专项彩票公益提
供支持，由全国妇联委托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组织实施的
“阳光驿站”项目落地在但家
庙村。从此，刘圣华又多了一
个身份——— 留守儿童的“课外
老师”。有了阳光驿站，留守
儿童也就有了温暖、快乐的心
灵港湾。在这里，他们不仅能
开心地游戏，还能学到各类才
艺。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
刘圣华以身作则，把助推重点
项目建设作为代表履职的一部
分，她坚持以实际行动展现人
大作为。

“大嫂，征了你家一块山
场我知道你舍不得，但是全域
综合土地整治是一件好事，搞
好了也是让我们但家庙村发展
越来越好，你的子孙住在这里
也会不一样的，更何况，政府
还给了我们补偿。”“不说
了，我不拖后腿，这个征拆协
议我签就是了！”但家庙村是
国家级全域综合土地整治的试
点村，部分村民对土地占用、
费用赔偿等问题有想法，为加
快推进项目，刘圣华逐户走

访、深夜交谈，点对点地为群众解决实
际问题。目前，该项目在顺利推进中。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时刻牢记使
命，当好群众的代言人，发挥好政府联
系百姓的桥梁纽带作用，尽心尽力履好
职。”刘圣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她用选民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
的实际，诠释了人大代表“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的初心使命。 (陆皖玉)

人人大大视视窗窗

连日来，金寨县各级人大代表
结合自身工作和履职实际，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在入脑、入心、见行上求
实效，纷纷表示要按照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部署，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广泛凝聚共识，为改革聚众智
汇合力添动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金寨篇章贡献人大代表的智慧和
力量。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要“丰富人大代表联系
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健全吸纳
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

人大代表一头连着党和政府，
一头连着万千群众，一份份建议从
提出到落实，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生
动写照。金寨县人大常委会持续推
进“关注民生提建议、五级代表在
行动”工作暨民呼我应专题活动，
认真落实代表意见建议工作九项机
制和小组会商“五统一”方法措
施，全力提高意见建议办结率、落
实率和代表满意度。“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要
进一步丰富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形
式，扎实推进‘民呼我应’专题活

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代表走
访联系选民、汇集民意共商建议为
基础，通过民生实事擂台赛督促建
议办理，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
民生问题，更好实现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县人大代表、金寨县人
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刘永刚表示。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更加
深刻体会到肩膀上的责任和荣光，
我会深入到群众中，积极了解群众
的愿望和呼声，积极宣传党的政
策，传达好全会精神，当好政策的
‘宣讲员’；我会立足岗位，认真
履行职责，提高服务水平和工作质
量，坚决把群众的诉求反映上去，
当好党和群众的‘联络员’；我会
以全会精神为指导，积极担当作
为，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全会精
神，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切实维护
人民利益，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当好群众的‘服务员’。”市
人大代表、燕子河镇人大主席方明
传经常走进人大代表联络站，听取
群众意见呼声。他表示，将继续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履职尽责听民
意、聚民智、惠民生，做好基层人
大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全
面深化改革，人民至上。全会提
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我将牢记全会提出的‘解决

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部署要求，把村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倾听他们的呼声和需
求，用实际行动回应村民的期待。
同时，积极探索适合本地的发展道
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特色农
业产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关注
农村教育、医疗、环境等民生问
题 ， 让 改 革 成 果 惠 及 每 一 位 村
民。”县人大代表、燕子河镇燕溪
村党支部书记刘玉表示。

全会提出，要统筹抓好乡村全
面振兴。“我将认真贯彻全会精
神，立足本地优势，加快产业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
验，聚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努力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新画卷。”市人大代表、花石乡大
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说。

省人大代表杜方平坚持在农业
科技服务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与前
行，成功选育出多个天麻、茯苓新
品种，制定了详尽的栽培技术规程
和企业标准，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
与品质，并充分利用新媒体资源扩
大宣传，提升了本地特色产品的知
名度。他表示：“全会提出要推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作
为一名长期扎根基层的科技特派
员，我将继续积极投身到农业现代
化的伟大事业中，紧密围绕会议精
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提升自己的科技服务能力和水
平。积极探索更多元化的服务模式
和创新路径，深入农村一线，为农
民提供更加精准的技术指导和服
务，助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持续助力乡村振
兴。”

“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根本动力，必须坚持用好改革这个
关键一招，破除乡村发展制度性障
碍，为乡村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斑竹园镇红源村党支
部书记、镇人大代表
洪文说。改革的内容
包罗万象，从物质到
精 神 ， 从 政 策 到实
事，改革见深见广。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

代表，我亲身见证了改革为身边居
民生活带来的点滴变化，城区公
交、老年食堂、家庭医生，民生福
祉不断增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
得了重大成果。”他表示，要把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全会精神上来，做
全面深化改革的支持者、参与者，
在党的领导下，凝聚改革共识、汇
聚改革合力，为农村改革取得新突
破作出自己的贡献；尊重群众首创
精神，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不断向纵
深发展。

全会强调，要深化农村改革，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
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推进农业现代化。“这为深
化农村改革工作、推进乡村振兴指
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的思想
动力。”全军乡人大代表张俊生表
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和基层干
部，要带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深
刻理解把握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发挥好
人大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密切关注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运用
好人大代表的桥梁作用，围绕乡党
委中心工作，对标发展所需、基层
所盼、民生所向，做好自己的工
作。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
现代化！”省人大代表陈先志说，
“一定会将全会精神转化为强大工
作动力，以行践学，做一名新时代
新农人，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优
势，更进一步深化合作社服务功
能，把合作社打造成为社会化服务
需求的组织者和服务资源的整合
者。积极构建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培养一批乡村产业新型农人，推广
使用农机上山、智能加工，有效帮
助和带动缺乏相应农机装备、先进
科学管园技术的普通农民，整合盘
活乡村资源，实现降本、提质、增
效，加快山区农民共同富裕。”

(王红娟)

图图为为刘刘圣圣华华((左左二二))为为群群众众进进行行““快快板板宣宣讲讲””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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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代表共识 谱写发展新篇
——— 金寨县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图为市人大代表方明传在走访群众。

来到湖南博物院四楼，一块裸眼3D大
屏映入眼帘。屏幕上，“马王堆元素”扑
面而来：一只只毛发细腻、眼神灵动的狸
猫跃然而出，一件件精美繁复的漆器展现
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各式各样的西汉
美食以动画形式得以还原……

这是湖南博物院与马栏山文化数字化
创新中心共同打造的“数字汉生活”博物
馆线下新场景——— 博物馆公园，于今年8
月9日正式对外开放。

“之所以叫‘博物馆公园’，是希望
突出这一空间的开放性，让文物、文化离
人们更近一些。”“数字汉生活”项目经
理孙剑琴说。

据了解，今年1月，湖南博物院向湖南
省高等院校，以及文化、科技、医药等领
域的十余家企业免费开放“湖南博物院品

牌”和“马王堆数字资源库”双授权，并
与马栏山文化数字化创新中心共同启动
“数字汉生活”项目。

如今，在湖南博物院参观完长沙马王
堆汉墓陈列展厅后，上楼吃饭、购物、体
验“汉生活”逐渐成为新潮流——— 随处可
见参观者们手捧以马王堆出土漆器为原型
设计的甜品杯，他们在这里品尝汉代蒸味
美食、挑选充满西汉元素的伴手礼，借此
一窥2000多年前的社会风貌。

“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新的文化消费体
验，让他们沉浸式了解、感受汉生活的魅
力。”孙剑琴介绍，博物馆公园汇集了五家与
汉代或湖湘文化相关的特色餐饮品牌，以及
名为“汉生活博物集”的新文创零售空间。

午餐时间，记者在博物馆公园看到，
不少观众正大快朵颐。他们使用印有“君

幸食”“君幸酒”的餐具，品尝湖南传统
美食浏阳蒸菜、国潮风甜品、新中式茶饮
和各类长沙特色小吃。

“店员告诉我，西汉时期湖南地区就有
蒸菜，我今天吃到的这些蒸菜都是根据马王
堆出土的食物和菜谱遣册创新而来，我觉得
特别有意思。”来自西安的游客赵先生说，他
点了一份“省博限定辛追推荐主题套餐”。

在“唐姑娘不姓唐·宝藏甜品”店里，素
纱单衣慕斯蛋糕、绒圈锦纹样蛋糕卷、狸猫
造型的蛋糕……一系列以“宝藏文物”为原
型的现制甜品让消费者挪不开眼。

这家甜品店的主理人龙胜说，为了打
造最符合湖南博物院气质的产品，他和团
队成员在过去一年里反复走进展厅，将马
王堆出土文物与品牌自身形象相结合。
“我们还以‘作品卡’的形式，向消费者

介绍历史和文物，让他们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感受传统文化。”

在汉生活博物集里，青年艺术家用文
物元素创作的版画、漆盘模样的湖南大辣
条、按马王堆《养生方》打造的古法线
香……一件件充满创意的“汉生活”文创
产品吸引人们驻足。

汉生活博物集产品经理曹馨予介绍，围
绕衣、食、住、行、用、看、玩等7个维度，他们
对马王堆出土文物进行梳理分类，从中挑选
相关元素后，携手海内外创意团队，打造出
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产品。

“2024年是马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
50周年，我们希望这一节点成为推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马栏山文化数字化创新中心理事长李武望
说。 （新华社长沙8月19日电）

8月19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村民挑着农作物去晒场上晾晒。
进入秋季，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村民趁着晴好天气，晾晒玉米、南瓜、红辣椒等农作物，吸引不少游

客前往观赏，感受丰收的喜悦。 新华社发（施亚磊 摄）

新华社哈尔滨8月20日电（记者 徐凯鑫 戴锦镕）记者
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2024年8月20
日，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开行
以来，累计通行量突破30000列、发送货物291万标箱，实现
连年增长，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中欧班列“东通道”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组
成，通行线路已达27条，可通达波兰、德国、荷兰等14个国
家，联通我国长沙、郑州、成都、苏州等60余个城市。运输货
物涵盖电器产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等12大品类。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3年，中欧班列“东通道”年通
行量由45列增加到5000列，增幅达110倍，实现连年增长。开行
万列所需时间由开行之初的90余个月缩短为现在的21个月。

班列快速增长的背后，得益于口岸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的不断提升。“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已全面投用95306

‘数字口岸’，实现‘无纸化通关’。”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
公司货运部副主任吴志方说，近年来，口岸通道能力持续扩
充，推动了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的方
向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服务保障。

中欧班列“东通道”

通行量突破30000列

新华社天津8月20日电（记者 周润健）“离离暑云散，
袅袅凉风起。”北京时间8月22日22时55分将迎来处暑节气，
“三伏”将尽，凉爽愈加明显。即使在被酷热“折腾”了一个
夏天的南方，新凉也会大胆地现身。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王来华说，二十四节气中带“暑”字的节气一共有三个，
分别是小暑、大暑和处暑。处暑，即所谓的“出暑”，标志着
夏季渐渐走向尾声。

不过，今年“三伏”的天数多、时间长。7月15日入伏，8
月24日出伏，整整四十天期间涉及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
个节气。虽然出伏在即，但不少地方气温并未下行，依然暑气
蒸腾。

“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处暑天不暑，炎热在中
午”……这些民谚或俗语生动描述了处暑后的天气特点。但当
时令的指针来到处暑，人们还是会大出一口气，毕竟，这期间
虽仍会再热上不多的日子，但由热转凉却是天气变化的主基
调，天地间那一派舒爽就要来到。

“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真正凉爽的天气一般要等到白露
节气，彼时的清凉‘恰到好处’，让人顿觉神清气爽。”王来
华说。

“最爱新凉满袖时”，古人对“新凉”情有独钟，佳作迭
出。“水满田畴稻叶齐，日光穿树晓烟低。黄莺也爱新凉好，
飞过青山影里啼。”宋代诗人徐玑这首咏新凉的诗作通过动静
结合，写出了欢快啼鸣的黄莺在新凉中的惬意与悠然。整首诗
清新明快、灵秀天然，读罢令人如饮佳酿，回味悠长。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时节，妩媚的秋色开
始弥漫，渐渐可见秋天独有的黄色，其后还将有浓到极致的枫
叶红……如此，何不寻得片刻闲情，趁着美好新凉，畅游郊
野，观云卷云舒，看天高云淡，道一声“天凉好个秋”。

22日22时55分处暑：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

打造场景 创新供给 提升体验
——— 湖南博物馆公园解锁文博消费新玩法

新华社记者 张格 刘芳洲

古古村村晒晒秋秋““画画””丰丰收收

新华社拉萨8月19日电（记
者 李华 魏冠宇）记者19日
在拉萨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成
果发布会上获悉，自2017年启
动第二次青藏科考以来，科考队
员已发现新物种超过3000个，
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显著
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

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说，青藏高
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
全屏障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
地区。这次科考通过对青藏高原
薄弱与关键区域大量野外考察，
已发现了墨脱四照花、察隅链蛇
等3000多个新物种，其中包括
动物新物种205个，植物新物种
388个，微生物新物种2593个。

科考还发现，曾一度被认为
灭绝的枯鲁杜鹃、墨脱百合、贡山
绿绒蒿等植物，再次回归人们的
视野；雪豹、云豹、孟加拉虎、豺
等珍稀动物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
中频繁出现。尤其是孟加拉虎在
西藏墨脱地区频现，突显出墨脱
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

在全球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中地位举足轻重。
“孟加拉虎等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存在意

味着当地分布了一个包含中型哺乳动物及其完整的食
物链，这说明墨脱一带的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状态。”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施鹏说。

青藏高原是高寒生物种质资源的宝库。姚檀栋在
发布会上表示，保护青藏高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
维系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绿色发展、建
设美丽的青藏高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考发现，
过去15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现整体趋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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