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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白玉晶：

用爱与责任擎起人民重托

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让我倍感
责任重大，这是人民对我的充分信
任，我要认真履行好我的职责，不
负人民重托！”全国人大代表、辽源
市水务集团公司排水维护队队长
白玉晶用行动诠释着一名“城市医
生”的责任与担当。

白玉晶是辽源市排水管网的
“活地图”。26年来，她钻明沟、爬
暗渠、通管路，在排水清掏这个主
战场上，贡献了无悔的青春和辛勤
汗水，用坚守诠释着劳动之美。

200多公里排水管网、2万多座
排水井、300多米明沟、2300多米盖
板涵、12座沉沙池……这些是她日
夜奋战的战场。白玉晶说，城市排水
管网好比人体的排泄系统，直接关系
着一座城市的安全与健康。这些排
水设施每年都要进行4到5次大规模
清掏，白玉晶和她的工友们在此期间
每天要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舍得
一人脏，才能换得万人洁。”白玉晶
说，“我们日复一日地与‘马葫芦’为
伍，和污泥浊水相伴，为的就是让老
百姓可以过上舒心洁净的日子。”

这份工作，别人眼中又脏又苦
又累，白玉晶却干出了门道和乐
趣。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清掏
管道时垃圾运送时间，白玉晶不断
尝试新方法。白玉晶仿照儿童玩具
板车，请人焊了一个方形铁架，安装
上轱辘、架好铁桶、系上麻绳，清淤、
装桶、拽出、清倒、拉回，管道内外两
名工人相互配合，就能完成清掏工
作。后来，白玉晶发明的清掏工具
还作为好经验，推广到其他城市。

“这让我感觉一线工人也能搞发明，
也能更好为咱百姓服务，既有成就
感，也有幸福感、获得感。”这份“成就
感”“幸福感”让白玉晶更加喜欢思
考、琢磨，带着大家一起解决问题。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白玉晶
心中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为人民
服务的思路也更宽、更广了。

白玉晶认为，在老旧城区改造
工程中，水网、电网设施改造尤为
重要。“辽源市水务集团就与辽源
供电公司建立了长效沟通机制，在
沟渠开挖、管线路径共享、防外力
破坏等方面密切合作，确保改造施

工过程中居民用水用电不受影
响。”谈起这些，白玉晶十分开心，
她说，“如今的地下排水管网有了
大变化——有的直径达到2.2米，我
在里面昂首挺胸走路一点问题都
没有，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安全隐
患也杜绝了，这都是社会发展进步
给工作生活带来的显著变化。”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
开在即，白玉晶立足本岗，将一年
来通过走访、调研等多种方式收集
到的社情民意整理出来，准备将这
些基层声音带到大会上去。“仅辽
源市就有200多千米排水管网、2万
多个排水井，只有不断升级水、电、
燃气等城市基础设施，才能保障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千家万户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白玉晶建议，
水、电、气、热等民生保障类企业，
应在优质服务、应急抢险、民生工
程建设等方面协同作战，做到信息
共享、工作互助、高效衔接，“这既
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能极大提高
处理问题的效率和能力。”
吉林日报记者李娜通讯员李朝瑞

全国政协委员李和跃：

黑土地的深切情怀
那一望无垠的阔野，陶醉了代

代东北人的温情；那滚滚奔流的松
江水，激荡了几千年的风霜与豪
情；那片充满希望与梦想的黑土
地，则一直承载着全国政协委员李
和跃的深切情怀。

作为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过去几年里，李和跃根植白山松
水，围绕黑土地上的点点滴滴进行
走访调研，履职的脚步始终坚定而
扎实，一共提交了17份提案。为了
将提案从纸上变为现实，多年来，
李和跃一直坚持深入一线，把遇到
的问题仔细记录，形成提案材料。
基于对农业生产的深刻认识和扎
实调研，他的很多意见和建议都得

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18年，李和跃提交的《关于

进一步梳理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
存在的问题，以便更有效加强自然
保护区保护》的提案，入选全国政
协重点提案和十三届全国政协优
秀提案。2021年，他提出的《关于
加大东北黑土地水土流失治理投
资》的提案，助推全国政协从2021
年开始把黑土地保护列为监督性
调研内容，连续开展五年，取得了
很好的成效；2023年底，国家新增
万亿国债中，增加黑土地水土流失
治理投资98.3亿元。去年提交的
《关于建立省级耕地保护责任补偿
制度的提案》，得到国家相关部委

的积极答复，推动确立类似东北地
区完成耕地保护任务较好的区域
获得国家奖励的制度。

履职的脚步不停歇。今年全
国两会召开在即，李和跃的办公桌
上，再一次摆放着大量调研材料，
黑土地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建设、
河湖治理……“每次参加全国两
会，我都有备而来。”这一次，李和
跃依然做足了功课，立足社会热点
问题，围绕加快推动建设北水南调
工程、稳步拓展农业生产空间以及
推动油莎豆产业发展建言献策，用
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全国政协委员
的责任和担当。

吉林日报记者 粘青

从文旅火爆看中国经济活力“龙抬头”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2月21

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从文
旅火爆看中国经济活力“龙抬头”》
的评论。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
创下新高，同比增长34.3％，按可比
口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19.0％；国内
游客出游总花费6326.87亿元，同比
增长47.3％，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同
期增长7.7％；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351.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随着
免签证“朋友圈”扩大，春节期间国人
出行的足迹越来越远；春节档电影票
房达80.16亿元，创造新的纪录……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文旅市
场一片火热，流动的数据里透露出
迸发的活力。从这一组组最新数据
中，既能一窥我国经济开年“龙抬
头”的气势，也可以看出这个春节假
期不少新变化。

花式团圆中国年，成为越来越
多国人的选择。过去的春节，人们
纷纷背起行囊，脚步匆匆从他乡奔
赴家乡。万家灯火下，一家人聚在
一起吃饺子、看春晚、放鞭炮，成为
人们难忘的春节记忆。如今，春节
有了更多新过法。

今年春节假期，不少人选择全
家共同出游，去陌生城市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更主要是体验不一
样的年味。除了“尔滨”依旧火爆，
大数据显示，成都、广州、重庆成为
春节假期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前三
甲。北方游客去南方温暖过年，南
方游客到北方体验“冰雪奇缘”。酒
店、出行、餐饮等行业在忙碌中腰包
鼓了起来，游客们更收获了新奇、放
松和愉悦。

文旅创新实现“新供给”，激发
消费新动能。各地文旅部门在短视
频平台的全力推广，在春节期间迎
来“兑现”。不只有大城市，一些三
四线城市旅游异常火爆。新春灯
会、舞龙舞狮现场人头攒动，英歌舞
从线下火遍网络，活跃节日气氛，更
弘扬传统文化；“村晚”代替“村BA”
成为休闲娱乐的好选择；历史景区
里佩戴VR设备就能体验“穿越”时
空……“新供给”延展了消费空间。

随着文化消费日益深入人心，
国货“潮品”代替烟酒糖茶，成为不
少人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伴手
礼”。博物馆、景区也推出与“龙”相
关的展品、文创产品，满足消费需
求。越来越多游客旅行不再是“上
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走马观花式看
景点，而是融入当地烟火气中，让旅
行更有文化味。

电影观影主力军下沉，成为消
费新风尚。今年春节档刷新票房纪
录背后，离不开下沉市场的功劳。
票务大数据显示，三四线城市的居
民成为电影消费主力军，贡献总票
房份额超过一半，家庭观影的比例
同样增长明显。

春节返乡，年轻人带着父母、约
着朋友看场电影，成为春节期间增
进感情、丰富生活的“打卡”项目。

“边玩边看”也成为潮流，不少游客
选择白天游览景点、晚上到影院观
影放松。热门旅游城市，如海南三
亚、万宁等地，影院在春节期间更是
一票难求。

春节文旅热，为龙年消费市场
带来了良好开局，折射出我国经济
的巨大活力与韧性。这也带来一个
启示，对广大群众而言，时机、场景、
供给等多点发力，消费活力的释放
自然水到渠成。

当然，文旅消费火热背后还应
有“冷思考”。诸如，一些热门旅游
目的地出现机票、房价暴涨等情况，
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如何让文旅市
场良性、健康、持久发展，尤其是在
人流与热度面前，接住这“泼天的富
贵”，仍需行业自身与监管部门共同
发力，营造优越的文旅消费环境。

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
起航赴亚丁湾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记者齐琪）司法部正会同有
关部门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
进法立法进程，为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更好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
商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这是记者21日从司法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召开的
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座谈会
上获悉的内容。

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
表、专家学者发表了意见建
议。与会人员认为，制定民
营经济促进法，要深入学习
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
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和完善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进一步优化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部署要求，聚焦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执法
公正司法、中小企业账款拖欠
治理等民营企业核心关切，建
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以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保持政策制定
和执行的一致性稳定性，进一
步提振信心，激发各类经营主
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推
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司法部部长贺荣在座谈
会上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
起草工作已经启动，要坚持
开门纳言、汇集众智，广泛听
取意见，遵守立法程序，提高
立法质效，凝聚各方共识和
力量，制定一部务实、管用、
操作性强的法律，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

新华社广州2月21日电
（孙鲁明 张大禹）中国海军第
46批护航编队21日从广东湛
江某军港解缆起航，赴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5批
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伴随着嘹亮的军乐声，
编队舰艇依次解缆，缓缓驶
离码头。甲板上，任务官兵
整齐列队，精神抖擞，挥手告
别。

这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
逐舰焦作舰、导弹护卫舰许

昌舰和综合补给舰洪湖舰组
成，搭载舰载直升机2架和特
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
有700余人。

任务准备期间，编队精
准分析形势特点，精细制定
方案预案，重点开展了实际
使用武器、武力营救被劫持
商船、反恐反海盗、航行补给
等针对性训练，有效检验了
方案预案可行性和装备可靠
性，遂行任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

司法部：

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王优玲）住房城乡建设
部20日表示，截至2月20日，
全国29个省份214个城市已
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
制，分批提出可以给予融资
支持的房地产项目“白名单”
并推送给商业银行，共涉及
5349个项目。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
自1月份城市房地产融资协
调机制工作部署以来，各地
和相关金融机构紧锣密鼓抓
好落实，协调机制落地见效
持续取得新进展。

据介绍，已有57个城市
162个项目获得银行融资共
294.3亿元，较春节假期前增
加113亿元。另据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
行和部分股份制银行有关数
据，已对“白名单”项目审批
贷款1236亿元，正在根据项
目建设进度需要陆续发放贷

款。
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

下一步，各地要高度重视城
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有关
工作，精准提出房地产项目

“白名单”，推动协调机制持
续取得实效。同时，各地在
开展工作时要形成“两个闭
环”。

一是要形成“推送－反
馈”的工作闭环。城市房地
产融资协调机制根据条件筛
选项目并推送给商业银行，
各商业银行按照规程审查后
放贷，对不予放贷的项目向
金融监管部门报送“无法贷
款的原因”，由城市政府及时
协调解决，形成“白名单”项
目从推送到反馈的工作闭
环。二是要形成“发放－使
用－偿还”的管理闭环，确保
资金全部用于项目开发建
设，严防资金被挪用于购地、
偿还债务或其他投资。

214个城市已建立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2月21日，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
起航，编队中的导弹驱逐舰焦作舰驶离码头。 新华社发 杨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