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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两会

青年说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
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如今，无数85后、90后已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今年四川省两会上，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青年代表、委员，他们积极履职、
参政议政，踊跃为四川发展建言献策，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今日起，我们将
在《两会青年说》栏目中聚焦他们的身影，关注青年一代的青春激情与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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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佘金波

省人大代表 生于1987年
成都建工集团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设计

研发中心主任

红屋顶、黄墙体、精致墙饰融入青山绿水
里……去年夏天，在凉山州喜德县拉克乡干拖
村，村民们还是第一次看见搭积木一样的建房
屋，仅仅4天，他们就有了新家。交房那天，年
轻的村民阿火开心地说着“卡沙沙”，这是非常
感谢的意思。

时隔半年，佘金波忆及此还是会不自觉微
笑。作为成都建工集团工业化建筑有限公司
设计研发中心主任，去年夏天，他带着一支在
装配式建筑领域经验丰富的队伍前往干拖
村。这一次，跨越450公里，他们将“成都造”
的装配式农房，扎根凉山。

去凉山建房
“让当地农房的质量得到保障”
“我刚参加工作就被派到凉山，在那里待

了两年。”1月16日，省两会间隙，佘金波打开

电脑再次点开当时的照片，这位年轻的省人大
代表，今年依然关注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这份关注也是源于现实。“我们这次
去凉山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当地农房的质量得
到保障。”

在建议中，佘金波用充满自豪的笔调写
道，今年政府报告中提到的绿道建设、综合管
廊、脱贫攻坚、厕所革命等重点建设项目，他都
基本参与建设了这些重点项目的成都部分。
他坦言，眼下，建筑行业面临着新的发展形势，
传统技术已非改不可，加上节能减排及供给侧
改革的要求，进一步要求建筑业转型升级。

“走建筑工业化发展之路已成为重要方
式，也是业内公认的未来建筑业发展大趋势。”
佘金波告诉记者，作为趋势之一，四川在大力

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同时，更要注重提升装
配式建筑发展质量。

两会提建议
“希望各方合力形成全产业链”

佘金波还清楚地记得，在凉山的项目中，
团队在分析了交通运输条件、工期、实际地理
环境等因素后，决定采用基于干式连接的混凝
土结构体系进行农房主体建设。该体系是将
工厂预制的墙板等构件运至现场，通过干式连
接形成建筑物。“这也是西南首个全装配式薄
壁混凝土结构建筑，主要的结构构件包括预制
墙、衔接柱、梁、楼板。”

事实上，装配式建筑的巨大潜力，已经在四
川有所呈现。去年，就成都而言，除了五城区，
其他区、市、县基本上都引进了建筑工业化产业
基地，四川各市州也开始产业化基地的布局，预
计今年在四川投产的产业化基地达20家。

另一方面，与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
相比，四川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还存在着较大差
距。在建议中，佘金波提到，希望政府、高校、
企业通力合作，健全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研
发创新团队、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管理运行
机制，形成装配式建筑全产业链的研发和创新
能力，提高装配式建筑业的技术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殷航

1月16日，85后省人大代表佘金波接受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雷远东 摄

从珠海到广元，从农村污水处理到发展贡
米产业，从村支部副书记到农业企业当家人。
省人大代表、广元市剑阁县东宝镇双西村支部
副书记、广元耕鑫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小
燕，在25岁返乡创业，发展东宝有机贡米，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她是有名的“贡米书记”，更
是当地人心里的“贡米女神”。

1月16日，记者在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广元代表团见到了邓小燕。穿着时尚，妆容精
致，开口谈起农业头头是道，一点不像传统印
象中的山里姑娘。

大学毕业后，邓小燕到珠海工作，参与建
设珠海多个农村污水处理项目，还被评为珠海
市“幸福使者”。2015年，25岁的邓小燕怀着
对家乡和亲人的眷念，回到东宝镇，创办了广
元耕鑫农业有限公司。发展农业要找准产品，
很快，她锁定了“东宝贡米”。

“剑门土鸡鸣天下，东宝贡米香全球。”邓

小燕介绍，东宝土壤、光照和海拔适合水稻生
长。锁定目标后，邓小燕一鼓作气，注册商标，
申请认证有机水稻转换证书，开通微信公众
号，建立微商城。为带动乡亲共同致富，她的
公司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采取“公司＋合作
社＋基地＋社员（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来运
作。“东宝贡米”做出了品牌、卖出了价，也带领
乡亲们脱了贫、致了富。

此次参加省两会，1989年出生的邓小燕是
年轻面孔。其实，她带领的团队也很年轻，全
是80后、90后。“我们是一群热爱农业农村的
年轻人，我们有创新精神，有互联网思维、有不
怕吃苦的奋斗精神，对于传统农业来讲，需要
注入这种活力。”

“下一步，我们会更多利用科技手段来发
展农业。”邓小燕说，此次两会，她主要关注的
是乡村振兴和返乡创业，她呼吁更多有想法有
干劲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反哺农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人物名片▶
邓小燕

省人大代表 生于1989年
广元耕鑫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省人大代表、“贡米书记”邓小燕：

呼吁年轻人“燕归巢”反哺农村

省人大代表邓小燕。樊凌峰 摄

履职第二年，省人大代表肖芳参会的“行
囊”更加轻便了。蓝色公文布袋中，装着参会
资料、政府工作报告，还有一个亮色笔记本，上
面记录了开会期间的心得体会，“一直都装着
一颗学习的心，丝毫不敢懈怠。”

自嘲“自己不太像90后”
深蓝毛呢大衣内搭白色衬衫，外表看起来

年轻沉稳的肖芳自嘲自己不太像90后，“可能
跟我工作也有关系，要求十分严谨，都是紧绷
的状态，使得自己性格也没那么外放。”

成都地铁2号线的驾驶舱，是肖芳平日里
工作的小天地。当地铁每每行驶进一个站点
时，她的工作就在对标、停车、开门、关门、确
认、动车……这些步骤中反复进行，确保乘客
上车安全、列车行驶有序。

最近天冷，肖芳感冒了，中午会议休息时
间，她会一个人裹着大衣，把手插进口袋，默默
跑到会场附近的医院打针调理。

参会“也是学习的过程”
履职第二年，肖芳笑称“比去年轻松一些”。
在小组讨论上，要是听到了金句或精彩观

点，肖芳都会将其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她特
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方面。

其实肖芳也是四川省探索少数民族地区
教育事业发展的受益者。2009年，四川省藏区

“9+3”免费职业教育计划启动，甘孜州首批

300名藏族学生赴内地5所职业重点学校学
习，肖芳就是其中一名。

“我来自那里，所以我对此特别关注，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受益。”肖芳说。

建议“为一线职工发声”
尽管有“90后”“中国首位藏族地铁女司

机”“成都地铁唯一女电客车组长”这么多标
签，但在面对记者采访或与人交流过程中，肖
芳总是以“一线职工代表”自称。

此次两会，肖芳准备提交的建议，也代表
着一线职工们的声音。“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
分子，平常与同事交流，其实也是我观察和调

研的过程。”肖芳表示，不仅是地铁行业，战斗
在一线的职工往往都承担着最重的责任和压
力，甚至还会面临诸多安全问题。她希望，相
关部门能够为一线工人制定更加有激励作用
的政策和机制。

“最直接的就是薪酬和福利方面的提升，
同时拓宽晋升渠道。而且一线职工多是职业
教育出身，是否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使其可以在业务素质和技能方面继续提升？”
19日是建议提交的最后期限，肖芳表示，自己
得抓紧时间打磨好文本，把大家的心声和愿望
递交上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秦怡

人物名片▶
肖芳

省人大代表 90后
成都地铁2号线司机

中国首位藏族地铁女司机、省人大代表肖芳：

希望制定政策激励一线职工

省人大代表肖芳。樊凌峰 摄

距离那条藤梯被2556级钢梯取代已经一年多
了，“悬崖村”的现状依然让人们挂念。仅1月16日
这天上午，阿吾木牛就接受了三拨记者采访。这位
来自凉山州的省人大代表，是“悬崖村”阿土列尔村
所在的昭觉县支尔莫乡的党委书记。

“这两年，村里修建起了钢梯，通了网络信号，有
了幼教点。2018年初，以‘悬崖村’为核心，涵盖周
边11个乡镇丰富自然景观的‘悬崖村古里大峡谷旅
游区’项目也启动了。”比起一年前初次参加省两会，
阿吾木牛言语中多了份从容和沉着。

“要想致富，还得靠产业来带动。”阿吾木牛介
绍，2017年初，凉山州下辖的八市县与京东签署农
村电商及精准扶贫合作协议，昭觉县支尔莫乡“悬崖
村”也顺利搭上了这列班车。

“目前，我们种植的100亩油橄榄产业示范园已
经建成，2018年8月已经挂果了一部分，2019年会
逐步有更多的挂果。”

与种植业同时并进的，还有旅游文化产业的开
发。

去年1月，“悬崖村”启动了“悬崖村古里大峡谷
景区”项目，帐篷酒店、石头酒店等山地旅游设施将
相继亮相“悬崖村”，游客可坐索道、泡温泉、游峡谷，
体验别样的自然民俗风情。

“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古里
大峡谷景区走一走，看一看。”相约春暖花开时，这位
1988年出生的基层省人大代表，给全国各地的人们
发出了热诚而浪漫的邀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李媛莉摄影樊凌峰

省人大代表李华忠：

我来自农村
关心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省人大代表、万源市魏家乡挡山村支部书记李

华忠，不仅是达州代表团最年轻的面孔，也是省两会
中的年轻代表。这位1989年出生的小伙子，在27
岁时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成为返乡创业农民工，带领
乡亲们脱贫致富。15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李华忠表示，现在乡亲们的日子越过
越好了，去年，他所在的挡山村户均增收3000元。
此次省两会，他关注的议题是如何保持农民收入持
续稳定递增。

2016年，李华忠放弃西安的工作，回到家乡万
源市魏家乡挡山村，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两年多
的时间里，他带领乡亲们种植青脆李，目前已经投产
3000亩，还成立了国家级合作社。前不久，当地又
新发展种植面积1000亩。青脆李销往湖南、广东、
福建、成都、重庆等地，为村民带来了更多收入。产
业还盘活了村民房前屋后的闲置资源，村民们打造

“五小庭院经济”，又带来了增收。
去年，李华忠当选为省人大代表。履职一年来，

他的调研足迹遍布达州，对乡村振兴颇有感触。他
呼吁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能够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摄影 樊凌峰

85后省人大代表、“深山建设者”佘金波：

四天建好一栋房
让“成都造”装配式建筑扎根凉山

人物名片▶
李华忠

省人大代表 生于1989年
万源市魏家乡挡山村支部书记

省人大代表阿吾木牛：

春暖花开时
欢迎到“悬崖村”走一走

人物名片▶
阿吾木牛

省人大代表 生于1988年
凉山州昭觉县支尔莫乡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