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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糜超

“一车两人三餐四季，一起看遍全
国美景……”三五车友搭帐篷、架天幕、
摆美食，围炉夜话的视频收获了百万播
放量。这帧 50 秒的“房车慢生活”视频，
点燃了无数人开着房车环游世界的美
好梦想。视频背后的主角正是江苏省
扬州市人大代表、江苏卫航汽车通信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达。

当选人大代表以来，黄达凭借不懈
努力，用科技赋能代表履职，用创新为
万千家庭打造“移动城堡”，让“诗与远
方”触手可及。黄达在深入调研中发
现，县域科创企业普遍面临“研发投入
大、转化周期长”的困境。于是，黄达牵

头提交《关于加强实体制造企业创新扶
持政策的建议》，引发了广大制造业从
业者的强烈共鸣。该建议受到扬州市
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扬州市科技局从
激励企业技术研发、开展助企专项行
动、助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惠企
政策落实等方面迅速形成工作安排和
具体举措，加快构建了以需求为引导、
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产业创新体系。

黄达深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
深度融合，正是驱动行业突围的核心引
擎。“我们民营企业只有抓牢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融合这把‘金钥匙’，才能实现
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不断提高企
业工作质效和核心竞争力。”黄达说。

“作为来自企业界的人大代表，既要
造好车，更要履职尽责。”黄达表示。他
领衔提出的 6 件建议和议案中，《关于加
强乡镇规上企业人才公寓配套建设的建
议》已转化为人才社区的现实图景；《关
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定期培训和检查
的建议》促成全市建立“线上+线下”双
轨培训体系。如今，他正谋划更具前瞻
性的履职蓝图——建议推动国家级综
合型产业集群基地建设 ，通过整合文
旅、康养、研学等多元业态，将扬州打造
成全国房车产业的领航者和创新高地。

“参与前沿研发的成就感、超越外出
务工的收入、触手可及的亲情，这就是人
生的黄金三角。”34岁的陈集镇青年村村
民小陈对黄达的建议非常赞同。这位从

普通技工成长为项目主管的“新农人”就
是黄达建议的受惠者之一——8 年前小
陈放弃其他企业高薪，返乡加入了研发
技术团队。黄达对人才引进配套措施的
呼吁和推动逐渐释放出强劲动能，不仅
吸引了众多房车设计人才落户扬州，更
带动了仪征当地人才“洄游”热潮。

当房车展销会变身农特产品市集，
当露营基地飘起农家灶台的烟火气，乡
村 振 兴 的 画 卷 在 车 轮 转 动 中 徐 徐 铺
展。在黄达的呼吁下，扬州市打造“营
地+”融合模式，将陈集镇孔雀山公园的
第二个房车露营基地升级为集休闲度
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带动
周边农户年年增收。这种“产业造血”
模式，让陈集镇这个传统乡镇焕发出新
的活力。

从车间到会场，从技术攻坚到民生
关切，黄达用“实业家+建言者”的双重
身份诠释着新时代人大代表的责任担
当，书写出代表履职与民生改善同频共
振的精彩篇章。

“移动城堡”里的诗意栖居
——记江苏省扬州市人大代表黄达

■ 本报通讯员 吴鸿志

在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这片充满
温情的土地上 ，宋红昌的身影深深刻
印在众多老年人的脑海里。他不仅是
一位充满热忱的助老志愿者 ，更是心
系群众的市人大代表。多年来风雨无
阻的履职工作 ，让他深深扎根基层沃
土 ，练 就 了 发 现 社 情 民 意 的“ 火 眼 金
睛”。在穿梭社区村落的点滴间，他关
注“银发群体”，敏锐地捕捉老年人的
冷暖。

“牙齿掉光了二十多年，想着有一
天还能再咬一口苹果。”抗战老兵卢长
安 的 朴 素 愿 望 让 宋 红 昌 内 心 翻 江 倒
海。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众多高龄、
独居、空巢的老年人因为行动不便、经
济拮据 ，一顿可口热乎饭竟成心头奢
望。此外，高龄老年人群体中还普遍存
在严重的口腔问题。宋红昌表示：“银
发群体”的急难愁盼，凝聚成他心头沉
甸甸的责任清单，为他精准履行代表职
责、解决民生“关键小事”提供了最清晰
的行动靶向。

为解决老年人“吃饭难”，宋红昌化

压力为行动，精准发力。他积极提交建
议、联络有关部门、整合资源优势，“代
表履职既要解决当下事，更要思考长远
策。”宋红昌说。在许昌市八届人大四
次会议期间，他郑重提出《关于更好、更
快推进老年社区食堂的建议》，系统分
析问题 ，呼吁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发
力，推动普惠性、可持续的社区养老助
餐体系建设。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襄
城县创新推出“爱心午餐大篷车百村
行”项目，让上千名偏远乡村老年人吃
上了精心准备的免费营养午餐。更重
要的是，覆盖全县的流动餐车将理发、
义修、义诊、戏曲欣赏、智能手机教学

“五项暖心服务”打包送达，真正成为
“流动的温情驿站”。

《关于更好、更快推进老年社区食
堂的建议》为满足城镇社区老年人的稳
定就餐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近年
来，在宋红昌的建议和推动下，当地政
府依托襄城县关爱老人志愿者协会，利
用国家资金补贴、社会爱心企业及人士
捐赠，建成老年食堂，推出“家门口”的
爱心餐。一系列助老措施更是吸引社
区老年人自发自愿贡献“银发”力量，助

力“老年食堂”运行，发挥老年余热。宋
红昌始终坚信：“老人今天吃的这口热
饭，就是我们人大代表的必答题！”无论
是以往的“爱心早餐”，还是如今的“爱
心午餐”、“老年食堂”，保障“老有所食”
始终是他牵挂的头等大事、初心愿望。

一辆满载关怀的流动餐车，每天准
时开进襄城县各个角落，为老年人送上
热气腾腾的爱心餐。全县 247 个村庄见
证了“小”餐车带来的“大”变化。

襄城县青云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点
的“老年食堂”，每周一至周五免费供餐
100 份，周六免费供餐 300 份，每周进村
供餐 200份。

……
如果说“爱心餐”温暖了老年人的

胃，那么“苹果计划”则点亮了他们对美
好生活的另一重期盼。当听到抗战老
兵“想吃苹果”的心愿后，宋红昌开展
了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专题调研。调
研覆盖襄城县 20 余个村庄，最终发现
超过 80%的受访老年人深受口腔问题
困扰，还面临医疗资源匮乏、费用高昂
等问题。“老年人的需求就是我的履职
动力。”为此，宋红昌向青云社区人大

代表联络点提交了开展“苹果计划”的
建议。

宋红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联系广
的优势，积极充当桥梁纽带，建议有关
部门建立“人大代表+专业服务”机制，
广泛动员群众开展爱心捐赠，破解费用
难题 ；呼吁整合高校医学院志愿者力
量，注入专业服务生力军。目前，“苹果
计划”为 197 名老年人提供 460 余次专
业口腔修复，让老年人不仅圆了“吃苹
果”的梦，更重拾了自信笑容。

对于“苹果计划”等项目的长远发
展，宋红昌同样思考在前。他建议积极
推动制定规范的服务标准和运行机制；
吸纳更多医疗、法律等行业的人大代表
加入，强化专业支撑；努力争取将项目
纳入地方“医养结合”试点或民生实事
项目，寻求制度保障与资源整合，致力
将“小而美”的星星之火，燃成普惠大众
的燎原之势。

无 论 是 奔 走 于 村 落 ，送 上 一 份 份
“爱心午餐”，还是多方联络、守护“银发
群体”的“口福安康”，宋红昌始终践行

“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
铮铮誓言，谱写了动人的履职篇章。

守护“银发群体”的幸福安康
——记河南省许昌市人大代表宋红昌

■ 本报通讯员 许斌妹

“下午有选民反映，富民街 1-3 弄原
本不足 4米宽的街道，经常有车辆随意停
放，不仅影响了居民正常出行，也阻挡了
消防通道。明天去现场看一下，如情况
属实，再和相关部门联系。”翻开浙江省
嵊州市人大代表、下元塘社区副主任尹
洋荣的“社情日记”，可以看到各类社情
民意工工整整地记满了整个笔记本。这
样的笔记本，尹洋荣足足记了 52本。

“做事要实，不能浮于表面，要了解
真实情况，就必须多走多听多看多记。”
尹洋荣说。嵊州市下元塘 2800 余户居
民、约 9000名常住人口，以及两万余名流
动人口的家长里短、大事小情记满了尹
洋荣的笔记本，在他心中更有着清晰的

“民情脉络”。

从 1996 年 5 月第一本“社情日记”开
始，尹洋荣用 52 本笔记本写下了百余万
字社情日记，里面装满了群众的急难愁
盼：开放式小区车辆乱停乱放、居民小区
墙面剥落、工程改造引起生活不便、街道
柏油地面破损、社区的部分高龄老人行
动不便……一次次走访、一本本日记，尹
洋荣绘制出了一张以“底数清”为标准、

“数据全”为方向、“特殊人群”为重点的
“五彩民情图”。

“车停得横七竖八，老人小孩走路都
提心吊胆。”

“每天回家都非常困难。”
“想用小型三轮车搬点货也被挡住

无法通过，只好肩扛回去。”
……
接到选民反映富民街“乱停车”问题

的第二天，尹洋荣早早地到富民街了解
情况。经过实地察看，尹洋荣很快发现
了问题症结：仅仅 3 至 4 米宽的弄堂空间
狭窄，违停占道现象普遍，消防通道被
堵，安全隐患严重。随着私家车数量激
增，抢车位引发的邻里纠纷不断，有部分
车主私自安装地锁，进一步加剧无序状
态，加上弄堂属于内部道路，执法权限模
糊，导致有关部门对乱停乱放车辆的现
象“无从下手”。

于是，尹洋荣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
部门之间，他向相关部门建议进行综合
治理，划设车辆禁停线。街道办、交警中
队、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中队……尹洋
荣一边奔波于相关单位，一边组建了志

愿者团队对违停行为进行劝导。在他不
懈推动和部门联动协作下，三条弄堂画
上了消防通道禁停线，并在社区附近增
设了停车位，兼顾了居民停车刚需与公
共安全。“现在回家不用抢车位了，消防
车 也 能 开 进 来 ，这 才 是 真 正 的 民 生 建
议！”社区居民对此纷纷点赞。

“富民街的弄堂路通畅了，但还有更
多的车堵在不同的弄堂、不同的小区两
侧，只要路还堵着，人心也就堵着，弄堂的
停车治理之路，不仅是一条民生改善之
路，更是人大代表践行为民初心、推动基
层治理现代化之路。”尹洋荣说。从“一
路畅通”到“路路畅通”，他开始了更多的
走访调研，进行了更多的记录思考。嵊
州市人代会期间，尹洋荣结合“社情日
记”记录的群众诉求，提交了《关于加强对
开放式小区停车秩序进行管理的建议》，

推动了全市开放式小区停车秩序的整顿。
“问问家长里短事，听听鸡毛蒜皮

言 。”聊 的 是 家 常 ，牵 出 的 却 是 民 之 大
事。在围着群众转、跟着“民情”走的工
作中，尹洋荣听到了真心话，发现了真问
题，“社情日记”上记下了民忧民意，也记
下了他梳理思考的纾困解难对策。这种
胸有成竹的从容，离不开他细致的调研
和翔实的日记。每天不管多晚，尹洋荣
都会记录好当天日记，回顾复盘的同时
计划好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当选嵊州市十六届、十七届人大代
表以来，尹洋荣先后提交了《关于道路两
侧延伸管理的建议》《关于上三高速安装
隔音玻璃的建议》《关于四海路、三江东
街立面改造的建议》《关于规范完善商铺
门牌安装的建议》《关于落实部门联系社
区的建议》《关于出台政策理顺“业委会、
物业、业主”三者关系的建议》《关于解决
工程改造所致问题的建议》《关于深入开
展城中村提升改造的建议》等多件建议，
助推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把“民呼我应”落到了实处。随着小
区停车井然有序、城市更新改造正式启
动、上三高速旁的住户终于能睡一个安静
的好觉……尹洋荣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来自一线的声音是最真实的声音，
深入一线调研是提出精准建议的前提。”
从记录问题到推动制度完善，从解决个
案到探索长效机制，尹洋荣“社情日记”
的朴素文字，成了基层民主实践的生动
注脚。

52本“社情日记”承载履职初心
——记浙江省嵊州市人大代表尹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