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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发龙代表：

建议设立
中国乡村振兴银行

本报记者 邱辉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

持。当前，我国从事涉农金融业务的银行类型

很多，但专属性、系统性、协同性还不强，农村金

融供给的整体合力还不够。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孔发龙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设立中国乡村振兴银行。

“此举有利于进一步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

率，有效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 ，切 实 增 强 金 融 支 持 乡 村 振 兴 的 能 力 和 水

平。”孔发龙认为，应在整合全国农合机构的基

础上，组建中国乡村振兴银行；各省级联社转设

为乡村振兴银行省级分行，各市县农合机构转

设为省级分行的市县支行。同时，把其他商业

银行县域机构并入乡村振兴银行，减少农村金

融资源外流，更好地保障县域金融资源留在农

村、服务农业、造福农民。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

调：“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压实各级

地方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中央要和各地

签订耕地保护‘军令状’，严格考核、终身追责，

确保 18 亿亩耕地实至名归。”

“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手中

有粮，心中不慌”……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是几

千年来中国人饱受饥寒、历经苦难而总结出的朴

素真理，折射出粮食安全对国家民族永续发展的

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艰苦奋斗，我

国以有限的耕地、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五分

之一的人口，从当年 4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亿多

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

土地是中国人的命根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指出的那样，“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

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今天，虽然

我们的物质生活已极为丰富，但在粮食安全问

题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 14 亿人口每天要消耗 70 万吨粮食、9.8 万

吨油、192 万吨菜和 23 万吨肉，要满足如此庞大

的消费需求，每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大概需稳

定在 23 亿至 24 亿亩，耕地必须保持在 18 亿亩，

这就是红线。

红线就是禁止线，划定红线就要让它“长牙

齿”，防止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试想，如果一些地方把农业调结构简单地理解

为压减粮食生产，如果一些经营主体可以违规

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如果商业资本可

以大规模流转耕地改种非粮作物，那么 18 亿亩

耕地红线的刚性约束力就会荡然无存，我们就

会犯大错误。

让耕地红线“长牙齿”，不能光发文件、光开会

议、光喊口号，而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不论是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格粮

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还是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厉

查处违规违法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的行为，目

的都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牢牢掌握粮

食安全的主动权。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落

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装满“米袋子”、充

实“菜篮子”，中国人的饭碗就会越端越稳。

让耕地红线“长牙齿”
黄仕琼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但

老龄服务产业和养老服务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国家养老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互

联网技术应用和老年健康产品开发有待进一步

加强，老年人医保支付政策有待进一步改进。

全国政协委员、仁和集团董事长杨文龙建

议，成立国家级养老行政管理机构，统筹全国养

老 事 业 管 理 ，协 调 和 监 管 养 老 福 利 及 相 关 工

作。同时，培育老年人生活服务新业态，提升老

年人生活质量。推动“互联网+养老服务”发展，

引导养老服务机构充分运用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实现养老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杨文龙建议，鼓励养老机构与互联网医疗

企业、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合作，共建“医养结合”

服务新模式，推进互联网“医疗+检测+医药+保

险”等一站式智慧养老服务。同时，打通医保在

线异地支付，切实解决老年人跨区域医保报销

难的问题。

杨文龙委员：

推动养老服务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刘 斐

乘势而上，多措并举激发“进好”动能
本报记者 刘 斐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是无所

作为，不是不敢作为，而是要知难而进、奋

发有为，以稳求进、以进固稳，在更周全的

“稳”与更高质量的“进”良性互动中推动高

质量发展。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综合

研判国内外形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

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越是困

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

对标中央精神，立足江西实际，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要牢

牢把握“稳住、进好、调优”的原则要求。如

何坚持稳中求进、进中求好，多措并举激发

“进好”的动能，聚焦打造全国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形成争先进位、跨越发展的良好态

势？代表委员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议。

稳中求进，让科技创新成
为发展“最大增量”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

升级，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依靠创新提高发

展质量。

过去的一年，江西牢牢牵住创新驱动

这个“牛鼻子”，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创新发展的步伐铿锵有力。

“创新有多重要？它就是企业的命根

子。只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企业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

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为

打 造 百 年 品 牌 、百 年 企 业 打 下 坚 实 的 基

础。”全国人大代表、红板（江西）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郭达文说。

仅 仅 在 2021 年 ，郭 达 文 一 人 就 申 请

了 5 个发明专利、5 个实用新型专利，公司

有 6 个 新 产 品 通 过 了 省 级 新 产 品 认 定 。

郭达文说，企业要主动担当作为，充分发

挥创新主体作用，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第一战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大量

引进各类优秀人才，重视科技创新平台打

造，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行业发

展制高点。

创新引领，产业先行。数字经济是时

代发展大潮中最具创新性和成长性的新经

济业态，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重要

引爆点。我省把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作为

“一号发展工程”，加快打造全国数字经济

发展新高地。

“虽然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江西经济

增长的主引擎、转型升级的主动能、创业创

新的主阵地，但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一些

问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高端

医疗器械装备创新研究院院长黄菊花建

议，聚焦“产业智联”，筑牢“产业融合创新

升级”阵地，加强 XR（扩展现实）全产业链

创新，加快打造国家级 XR 创新中心，深化

国内外大院大所合作，协同推进 XR 关键

共性技术创新，推进各地产业创新协同布

局，推动企业上云赋智，打造“5G+工业互

联网”应用标杆。

进位赶超，用足用好改革
这个关键一招

下好“稳中求进”这盘棋，要用足用好

改革这个关键一招，不断激发发展活力。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

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

营商环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体制变

革和制度创新。我省坚持把推进营商环

境优化升级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拓展提升“赣服通”“赣

政通”功能，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奋力打响

“江西办事不用求人、江西办事依法依规、

江西办事便捷高效、江西办事暖心爽心”

营商环境品牌。

“今年，江西出台了《关于降本增效促

进市场主体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这样的惠

企政策对于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以及企

业而言，真可谓是一个‘大礼包’。”全国政

协委员、仁和集团董事长杨文龙说，保护好

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生产力，一定程度上也

保住了就业。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营造各类所有

制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落实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鼓励引导民营企

业改革创新’。有了这份保障，企业就可以

将更多精力投入产品质量提升和技术研发

攻关，为我省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

力量。”杨文龙建议，为企业提供稳定、公

平、透明的营商环境，重在落实。既要有切

实的政策，也要让企业有发言权，要构建社

会监督平台，使广大企业成为优化营商环

境的监督者。

全国人大代表，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

长杨贵平说，工信部门将优化企业帮扶体

系，开展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常态化抓

好清欠工作，提升政务服务效率水平，为各

类市场主体在江西创业兴业厚植发展之

“土”、提供生命之“氧”。

进中求好，扬优成势推进
绿色转型

当前，在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充满不

确 定 性 。 中 央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明 确 提 出 ，

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这实际上也对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富、

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我省应如何抢抓机

遇、扬优成势，更好地把绿色生态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

“绿色是江西先天形成的优势，也是加

快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本钱’和

底气。”代表委员认为，要在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有力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完善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等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坚持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建设美丽江西，

努力将江西打造成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先

行之地、示范之地。

2019 年，抚州市成为全国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两个试点市之一，在绿色金融

创新、价值转换路径、制度支撑体系构建、

绿色生活环境营造等方面主动作为，为推

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作了深入探

索。“抚州的实践告诉我们，绿水青山的‘颜

值’正在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长期关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课题的全

国政协委员、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省科

协主席史可认为，加快构建多元化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将生态产品培育成绿色

发展新动能，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的必由之路。

史可建议，在制定出台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相关规定的同时，要夯实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智力支撑，进一步构建生态产品市

场化经营开发体系，吸引优质社会资本，逐

步构建起生态产品和生态资产市场交易体

系，加快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等

生态产品市场化经营开发。

3 月 8 日 ，

江 西 省 全 国 人

大 女 代 表 们 利

用 忙 碌 履 职 的

间隙，在北京住

地 唱 响 红 歌 。

节 日 对 她 们 而

言，既是甜蜜蜜

的幸福，又有沉

甸甸的责任。

本报特派记者

海 波摄

全国人大会议“代表通道”，是民生的

窗口，是履职的缩影，是彰显新时代中国开

放、透明与自信的平台。一场场“代表通

道”，一位位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全国人

大代表，在这里谈民生、述民情，为改革发

展鼓与呼。

3 月 8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开启。江西代表

团 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九 江 市 柴 桑 区 新 合

镇 镇 长 李 洪 亮 ，与 其 他 八 位 同 样 来 自 基

层 的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分 三 组 走 到 镜 头 前 ，

回 答 媒 体 提 问 ，用 鲜 活 的 语 言 和 生 动 的

故 事 ，将 个 人 奋 斗 经 历 与 履 职 心 得 娓 娓

道来。这是继左香云、支月英后，来自我

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又一次亮相全国两会

“代表通道”。

人民日报记者向李洪亮提问：“您是如

何实现从大学生到‘村官’的角色转换？请

您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

记者的问题简练具体，李洪亮的回答

坦诚朴实。“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2012
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新合镇涌塘村，成为一

名大学生村官。初来乍到，又很年轻，乡亲

们并不买账，对我客客气气，但遇上事都直

接找本地干部。”作为大学生村官，就是要

为老百姓办实事。李洪亮的第一个想法是

改变涌塘村的旧面貌。想做就做，他从村

庄环境整治入手，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将

堆积在村里各处的 60 余吨生活杂物清运

一空，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把第一件实事做

到了村民们的心坎上。

接下来，如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涌

塘村产业兴村如何从设想变成现实？面对

镜头，脸上始终洋溢着自信微笑的李洪亮

侃侃而谈。“2015 年当选为涌塘村党支部

书记后，我下定决心要在兴村富民上多想

办法。”说干就干，李洪亮带领村民依托丰

富的水资源，发展“稻虾共作”产业，开发四

季果园、畜禽养殖基地。目前，涌塘村瓜

果、莲藕、优质水稻和小龙虾产业蓬勃发

展，年产值达到 3500 万元，村民们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

2020 年 底 ，李 洪 亮 转 岗 到 新 合 镇 工

作，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在农村事务中的带

头 作 用 ，想 方 设 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 现

在 ，镇 上 建 起 了‘ 千 亩 茶 叶 ’‘ 千 亩 油 茶 ’

‘千亩果园’‘千亩莲藕’‘千亩中药材’‘千

亩虾稻’基地，正朝着打造万亩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不断迈进。”李洪亮说，农村这

片广袤天地生机勃勃，他将在乡村振兴的

道路上，用脚沾泥土的“力度”，传递情系

民生的“温度”，把青春的汗水挥洒在希望

的田野上。

在 2018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的“代表通道”上，来自我省的全国人大代

表、井冈山神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左香云深

情讲述村里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的脱贫故

事；在 2019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

“代表通道”上，坚守乡村学校数十年的全

国人大代表、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

师支月英，真情呼唤更多的优秀青年投入

乡 村 教 育 。 不 同 的 时 间 ，相 同 的 为 民 情

怀。今年全国两会上，左香云带着振兴井

冈山旅游业的建议，代表井冈山人民向全

国人民报告——“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

越甜”；支月英说白洋教学点迎来了新教

师，这些年轻人全身心投入乡村教育，助力

更多的山村孩子放飞梦想；李洪亮与其他

人大代表交流碰撞出好几个发展乡村产业

的“金点子”，准备回去以后带领全镇干部

群众加油干，努力描绘一幅更美更宽广的

乡村振兴新画卷。

传递江西乡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记者 刘 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