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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破冰”到“文化润疆”，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

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创办人库尔班·尼亚孜用质朴的语言和鲜活的案例，将
全国两会精神转化为基层群众听得懂、能共鸣的“乡土话”。

■ 本报通讯员 马志刚

4 月 11 日，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依麻木镇国
家通用语言小学创办人库尔班·尼亚孜
回到家乡，为家乡干部群众宣讲全国两

会精神，为当地干部群众带来生动鲜活
的政策解读与实践指引。

“今年人代会，当李强总理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坚 强 领 导 下 ，各 族 人
民 砥 砺 奋 进 、攻 坚 克 难 ，全 国 经 济 、民

生 、教 育 等 各 项 事 业 取 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绩 时 ，人 民 大 会 堂 响 起 了 雷 鸣 般
的掌声……”库尔班·尼亚孜以亲历者
的 视 角 ，向 现 场 干 部 群 众 讲 述 会 议 盛
况 。 他 特 别 强 调 ，全 国 人 代 会 期 间 ，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和“坚持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一 起 抓 ，既 多 出 科 技 成
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
产力”，与南疆发展需求高度契合。

在全国两会精神宣讲活动中，库尔
班·尼亚孜以“创新”为切入点，巧妙结合
文化传播与科技赋能的双重案例，用火
爆全球的动画电影《哪吒 2》和 DeepSeek
大模型为例，生动阐释了新时代创新发
展的深刻内涵。库尔班·尼亚孜说：“就
像我们教孩子学国家通用语言时融入京
剧、书法那样，《哪吒 2》用科技让神话

‘ 活 ’起 来 ，这 正 是 文 化 自 信 的 生 动 体
现。”针对农牧民关心的就业问题，库尔
班结合政府工作报告中“要以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和“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
步 事 业 ，加 快 民 族 地 区 现 代 化 建 设 步
伐 ”的 部 署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调 研 成 果 ：

“我在南疆走访调研发现，掌握普通话
的农牧民外出务工收入比不会普通话

的高，特别在和田地区尤为凸显”。他
呼吁在场干部群众：“在推广国家通用
语言时，既要像《哪吒 2》团队五年磨一
剑的工匠精神，也要有 DeepSeek‘从技
术追赶到引领标准’的突破勇气，以创
新精神突破学习壁垒，用文化凝聚认同
力量。”

乌什县依麻木镇玉斯屯克和田村党
支部书记迪力穆拉提·图尔荪说：“今天
听了库尔班代表宣讲的两会精神，对我
的触动很大，他用实实在在的例子强调
了‘创新’和‘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
性，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深刻地感
受到，只有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走向
更大的舞台，才能有更好的工作，才能有
更好的生活。”

除了全国两会精神宣讲，推广普及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疯狂”推广国家通
用语言示范课也是库尔班·尼亚孜必做
的一件事，作为新疆民办国家通用语言教
育的开拓者之一，库尔班·尼亚孜将全国两
会精神与自身实践深度融合。他介绍，今
年全国人代会期间他将编写的《常用800字
书写入门》读写本带到了全国人代会现场，
与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进行沟通交流，得
到了广大代表们的一致好评。“我们研发的
智能学习读写本不仅能教汉字，还有录播
功能，通过录播能更好地检验农牧民群众

的学习情况。”库尔班·尼亚孜说。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就是拿到了打

开现代文明的钥匙。”库尔班·尼亚孜以
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学的毕业生为
例：“首届 38 名学生中，32 人考入内初
班。2016 年，曾就读于乌什县依麻木镇
国家通用语言小学的穆萨·图尔贡以高
考 701 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医学院录
取，成为乌什县历史上第一个考入清华
大学的学生。该校毕业生中已有 12 人
回到南疆从事教育工作，成为‘带不走的
师资力量’，这些学生都是学习国家通用
语言的受益者。”

在宣讲中，库尔班·尼亚孜从如何使
用《常用 800 字书写入门》读写本，如何
利用读写本提高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国
家通用语言水平进行了详细的讲授，现
场气氛十分活跃。针对青壮年农牧民的
培训，库尔班创新采用“场景化教学”。
他设置“国旗下宣讲”“农牧民国家通用
语 言 测试”等模拟场景，让学员通过角
色扮演强化语言应用能力。

“库尔班代表讲得很实用，特别是
《常用 800 字书写入门》读写本，通过手
机 扫 码 进 行 跟 读 学 习 很 方 便 ，对 于 我
们自学国家通用语言很有帮助。”乌什
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吾古拉
木·艾山说。

全国人大代表库尔班·尼亚孜：以语言之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库尔班·尼亚孜在宣讲全国两会精神。

■ 本报通讯员 张亚敏

“送餐注意事项：周奶奶不吃香菜。”
“桥下停车场有车辆被乱涂乱画。”
“永泰广场的李女士想学直播带货。”
……
一本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群众“日常

琐事”的笔记本，是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
人大代表、新城街道亚都社区党委书记
兼居委会主任王剑萍随身携带的“履职
标配”。

对她来说，为民履职从来不是抽象
的概念，而是具象到一碗饭的温度、一个
车位的距离、一堂课的灯光，是用脚步丈
量民情、用行动回应民意的点点滴滴。

舌尖上的“温度公式”

2023 年寒冬，王剑萍深入大树花园
小区走访时，看到的情况让她数次红了
眼眶：空巢老人林阿姨的午餐是半碗冷
粥配酱菜，因为热饭时总是忘记时间；独
居的吴大爷把子女打包的饭菜放进蒸锅，
却因记性不好屡次引发警报……一组数
据更是让她揪心不已：社区 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 1362 人，其中 70 周岁以上老年人
674人；日均独居用餐者达 180余人。

“一定要让老人吃上热乎饭！”在多
次实地察看、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王
剑萍撰写了《关于打造新型社区老年食

堂的建议》，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24 年 7 月，亚都社区“幸福食堂”正式
运营。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合理安排经营
时间、菜品种类和就餐方式，并专门推出
特色菜品，设置 9 元、11 元、15 元三档公
益优惠套餐，既满足老年人口味，又兼顾
营养均衡。

更让居民感动的是，王剑萍牵头建
立了“长者堂食+社区配送”的配餐体
系，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送餐车保温箱里跳动的数字温度计定格
在 61.5℃——这是她通过数十次测温实
验找到的“黄金数值”，确保饭菜入口时
温度适宜。

“王代表比亲闺女还懂我的胃。”从
梅干菜烧肉的软烂度到送餐员的配送时
效，这些藏在老人闲聊里的“碎碎念”，最
终化作食堂墙上的温度曲线图，记录着
每一份餐品的温度变化轨迹。

闲置空间的“蝶变密码”

“每天下班回家绕几圈都找不到车位。”
“绿化带被轧成了烂泥地。”
……
2022 年，在亚厦风和苑小区睦邻议

事厅里，居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道出
停车难的烦恼。这个车辆保有量为 1300
余辆的小区，车位缺口较大，业主们常常
为抢车位发生争执。王剑萍一边认真倾

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
“办法总比困难多。”王剑萍积极带

领社区干部和网格员挨家挨户走访，并
将居民诉求梳理成针对性建议，及时向
上级部门反映，呼吁增设停车位。她多
次召集居民代表、业委会成员、物业管理
人员等召开小区议事会。通过面对面恳
谈，大家从最初的争执到逐渐理解，最终
达成共识，确定将小区西侧 320 国道桥
下闲置空间改造成便民停车场。

2023 年 6 月，桥下停车场顺利竣工，
新增 50 余个车位，并结合路面改造，共
增设 100 多个车位。王剑萍历时两年的
努力，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为
保障桥下停车场安全，还安装了高清监
控设备，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车辆
被划伤、被涂鸦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居民们笑称这是“魔术空间”，而王
剑萍的笔记本上却记满了改造过程中的
每一次努力：86 次入户沟通、21 场议事
会、34条居民建议……这些数字，正是闲
置空间“蝶变”的密码。

掌灯课堂的“幸福增量”

“白天忙工作，晚上刷手机，生活像
被按了重复键。”2024 年 11 月 16 日，王剑
萍在参加人大代表接待选民日活动时，
听到一位年轻选民这样抱怨。经过专题
调研，她发现辖区年龄 18 至 60 岁的群体

中，71.4%的人渴望充电学习，却苦于时
间和费用。于是，在王剑萍的笔记本上，
记满了群众的“文化心愿”

“要让夜晚的时光更有意义！”王剑
萍连夜撰写的《关于开设社区夜校“文化
课堂”的建议》，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得
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不到一个月时
间，“亚都夜校”全面开课，线上小程序

“秀邻里”报名通道一经开启，首期课程
的几十个名额就被一抢而空。夜校开设
了爵士舞、彩铅画、视频剪辑等课程，还
根据群众需求动态调整课表。“讲得真
好！我们恨不得每天晚上都来。”学员们
纷纷点赞。

今 年 年 初 ，王 剑 萍 紧 扣 就 业 难 痛
点，重磅推出“运河湾市民夜校”青年专
场 ，不 仅 催 生 了 学 员 的“ 人 生 逆 袭 剧
本”，更形成了可复制的帮扶模式。灯
光下，王剑萍又用娟秀的字体写下：健
身广场嵌入夜读角，社区托育点增设亲
子课堂……这些新的计划，如同夜色中
的萤火，在街角巷尾悄然闪烁。

“群众的事，就是我的事。”在王剑萍
的笔记本里，不仅有履职的汗水，更有收
获的喜悦。三年多来，她提出关于小区
治理、文明创建、居家养老等方面的建议
共计 50 多件，其中 7 件被列为重点督办
建议。如今，这本被茶渍、雨痕和指温浸
润的“民情笔记”，正等待着填写下一页
的民生答案。

民情笔记本里的“纸短情长”
——记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大代表王剑萍

日前，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水南街道在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青春脚
步丈量民主，基层实践淬炼担当”活动。图为参加活动的学生与区人大代
表娄丽（后排右一）面对面交流，沉浸式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展现
出的强大活力。 郑凤枝摄

■ 本报通讯员 卢哲浩

“我的根在农村，要踏踏实实地为
群众办实事儿。”山西省大同市人大代
表卢若波说。他珍惜每一次集民智、汇
民意的机会，积极参加视察、调研等代
表活动，认真收集、梳理民情民意，积极
提交建议。

“卢代表了解到我们及周边村老百
姓出行难的问题，提出了开通市内公交
线路的建议，得到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大同市公交二公司至大同市云
冈区杨家窑村的 205路公交线路得以开
通。”大同市杨家窑村群众对卢若波交
口称赞。今年 2 月，大同市十六届人大
五次会议期间，卢若波向大会提交议案
建议 28 件，涉及乡村产业振兴、文旅品
牌建设、农村庭院经济、未成年人教育
等方面。

在担任山西省第十二届、十三届人
大代表和大同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的
十多年间，卢若波先后提交各类议案建
议 215件，推动解决民生实事近百件，其
中部分代表建议被列为重点督办建议，
13件建议被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纳。

2022 年，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
议期间，卢若波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民
工返乡创业帮扶的建议》，被确定为社
会建设领域重点督办建议，政府有关部
门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认真办理代表建
议，出台《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
的实施意见》，将农民工纳入创业政策
扶持范围；通过网络招聘平台、远程直
播面试、手机在线求职等模式，多渠道
支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进一步推

动了就业大局稳中向好的良好态势。
2023 年 ，大 同 市 十 六 届 人 大 三 次

会议期间，卢若波提出的《关于加强扶
持农村快递业发展的建议》被列为重
点督办建议，针对建议中指出的“快递
企业运营成本高”的问题，市邮政管理
局联合财政、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农村
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巩固提升工程市
县级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
全市农村快递便民服务点给予运行补
贴，有效降低了农村快递企业运营成
本，卢若波的建议促进了农村快递业
健康发展。

“ 我 应 该 回 到 农 村 发 光 发 热 。”
2019 年，卢若波毅然辞去了大城市待
遇优渥的工作，主动来到大同市云冈
区口泉乡杨家窑村会务中心担任总经
理兼工会主席。

卢 若 波 积 极 履 行 代 表 职 责 ，充 分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参加云冈区
口泉乡人大代表联络站的群众接待接
访活动，认真倾听百姓诉求。他经常
到村办企业、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认
真了解群众的急难愁盼，共谋农村产
业发展思路，把群众关切问题转化为
履职抓手。卢若波搜集群众在用水用
电、乡村环境整治、良种补贴、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梳理形成代表
意 见 建 议 50 余 件 。 在 他 的 协 调 推 动
下，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回应，30 余项民
生难题得以圆满解决，群众幸福感和
满意度得到提升。

在农村的日子里，“心中装着百姓
事 儿 ”的 卢 若 波 ，找 到 了 自 己 人 生 的

“根儿”。

根在农村 心系农事
——记山西省大同市人大代表卢若波

■ 本报通讯员 雷洪建 尹栋

“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
起波浪，赫哲人撒开千张网，船儿满江
鱼满舱……”悠扬的《乌苏里船歌》回荡
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团山社区，
黑龙江省人大代表、饶河县四排赫哲族
乡工作人员卢艳华正利用参加代表履
职活动的间隙，教社区居民学唱赫哲族
伊玛堪唱段。

“这是我第四次提出关于保护赫哲
族文化方面的建议。当然，每次的角度
都不一样。”谈到今年黑龙江省人代会
期间提出的建议时，卢艳华自豪地说，
现在村民们日子过得好了，对生活的标
准也越来越高，前几年想的是让政府修
路、建广场，现在又希望能弘扬赫哲族
的传统文化。

每年省人代会前，卢艳华都会深入
群众中开展调研。对如何保护和传承
伊玛堪，成为她最关心最牵挂的事情。
从修建村民健身广场、到开办赫哲语课
堂；从举办赫哲工艺培训班，再到传承
伊玛堪（赫哲族曲艺说书形式）……几
年来，卢艳华在人代会期间先后提出 10
余件建议。2023 年，在黑龙江省十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卢艳华提出在赫哲

族聚居地的中小学校增设传统制作技
艺手工课、设立与旅游结合的传习场所
以及非遗就业工坊等建议，得到省政府
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并得到积极办理。

“不到两个月，有关部门就给我答
复，支持我们配合旅游机构开办具有互
动性的非遗体验活动，还帮助扩大了县
里的鱼皮制作和桦树皮制作规模。”卢
艳华高兴地说。

2018 年，黑龙江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开展了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
承与保护网站的赫哲语录制工作，使

“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民族语言
文化永久性地载入人类语言文化史册。

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加大，
各级政府对伊玛堪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驶入“快车道”，构建起国家、省、市、县
四级伊玛堪非遗传承体系。四排赫哲
族乡修建起赫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心、赫哲风情旅游园区、乌苏里船歌
文化记忆馆、红色研学体验基地等。

如今的四排赫哲族乡，一排排楼房
整整齐齐，一条条街道干净整洁，居住在
新村的赫哲族群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卢艳华组织村民排演赫哲族歌
舞，教授村民学习伊玛堪、嫁令阔（赫哲族
传统音乐），让传统文化接续传承……

唱响新时代的“乌苏里船歌”
——记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卢艳华

■ 本报通讯员 陈露燕 谢伟昇

“撰写建议应当重点突出、目标明
确。标题要简明扼要地表达中心意
思，一事一议、结构合理，提出的解决
方案应当具体可行，有助于承办部门
提高办理效率。”在福建省龙岩市新罗
区法律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福建省
人大代表陈如金正在为培训班人大代
表开展专题培训。近年来，他定期分
享自己的履职经验，和其他人大代表
深入交流，努力提升履职效果。

作为龙岩市首个法律行业人大
代 表 联 络 站 ，新 罗 区 法 律 行 业 人 大
代 表 联 络 站 集 调 解 、法 援 、普 法 、服
务、民生等功能于一体，既是人大代
表的“加油站”，更是群众纠纷的“终
点站”。在“站长”陈如金的带领下，
驻 站 人 大 代 表 们 充 分 发 挥 专 业 优
势，将法治力量注入基层治理的“神
经末梢”。

“对群众的诉求，要看到听到；对
群众的承诺，要说到做到。”这是陈如
金的履职信条。他不仅以专业服务提
升群众的法治获得感，更通过调研视
察、选民接待日、上门走访、“代表联系
月”活动等方式，与群众密切联系、亲
切交流，听取他们关于法律服务、社区
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积
极回应群众关切。羊牯墩社区居民谢

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之前莲西巷路面
破损，雨天积水，严重影响出行。我们
一 反 映 ，陈 代 表 马 上 就 帮 忙 协 调 解
决。现在路面已经修复好了，既安全
又美观！”

“普法要让群众听得进、看得懂、
记得住，真正做到知法于心、守法于
行。”陈如金经常走进社区开展法律宣
讲 活 动 ，助 力 守 护 老 年 人 的“ 钱 袋
子”。他联动新罗区“八五”普法讲师
团、“蒲公英”普法志愿者等法律，以讲
座、猜谜、互动等通俗易懂的形式开展
法治宣传，让法治知识“飞入寻常百姓
家”。同时，陈如金举办线上普法课
堂，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点亮群
众的法律意识之光。

当地居民连某与邻居因入户门
安 装 问 题 争 执 不 下 ，陈 如 金 联 合 区
法院法官进行调解，厘清法律关系，
提出解决方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
房客小张与房东老林因房屋租赁问
题 产 生 纠 纷 ，陈 如 金 通 过 释 法 明 理
帮 助 双 方 认 清 合 同 要 义 ，最 终 小 张
撤诉，老林如数退还押金，圆满解决
矛盾，让双方“偃兵息甲”；八旬老人
刘 某 急 难 愁 盼 的 赡 养 难 题 ，在 陈 如
金上门调解和法律援助下得到圆满
解 决 ，家 庭 重 归 和 睦 …… 面 对 一 桩
桩 、一 件 件 消 费 维 权 、劳 动 纠 纷 、婚
姻 矛 盾 等“ 疑 难 杂 症 ”，陈 如 金 始 终
坚 持“情、理、法 ”相 融 ，精 准 施 策 促
进 矛 盾 纠 纷 快 速 化 解 ，实 现“ 案 结 、
事了、人和”。

在“站长”陈如金的带领下，龙岩
市新罗区法律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
成 立 一 年 以 来 ，交 出 了 一 份 亮 眼 的

“成绩单”：民生法律服务成效更足，
协调民生事项 12 件，开展普法活动
26 场次。“小站点”正逐步实现从“建
好”到“用好”的华丽升级，释放出推
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的“大能量”！

以法为犁
深耕基层法治沃土
——记福建省人大代表陈如金

与民主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