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下午，四川省第十四届人
大四次会议的第二场“代表通道”开
启。走上通道的4位省人大代表，来自
各个领域，在聚光灯下，带来他们的真
诚讲述。

省人大代表赵海伶
通过互联网让家乡农产品走向全国

省人大代表赵海伶，作为青川县恒
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青川
海伶山珍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她
的创业初衷，是在看见山里农户的“山
货”卖不出去时，想要通过互联网的力
量，打破地域的局限，让家乡的农产品
走向全国。

站在“代表通道”上，当她讲述起这
一段往事时，仍记得老乡们要把家里的
山货变成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时候，家乡最好的蜂蜜也卖不到10
元钱一斤，农户只能在街上走街串巷去
销售。”那时候，赵海伶就开始思考，有多
少这样的村民，手捧山珍，却挣扎在困顿
的生活里。于是，一个小小的网店，链接
起了山里和山外。创业之初，他们只能
依托肩挑背扛把山珍运到山脚进行销
售，为了寻找优质山货，团队走遍了家乡
每一个村庄、每一道山梁。同时他们通
过直播电商、公益助农，免费给山里老百
姓卖山货。“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他们
卖不出去的优质山货，卖了一个好价
钱，实现了增收和致富。”赵海伶表示，
这些村民也可以到他们的基地务工，这
样做也增加了他们家庭的收入。

“作为一名省人大代表，‘人民选我
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我一定要在
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面对未来，赵
海伶充满信心，“我们的市县政府也在
大力实施农产品优质优价战略，我也会
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去探索和创新，
让我们家乡的农产品走得更远、走得更
稳，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

省人大代表唐印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一名科技人
员，我始终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
仅仅关系到企业和科技人员自身的利
益，更关系到我们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
国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站在“代
表通道”上，省人大代表、四川金象赛瑞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工程师兼技
术带头人唐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

“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金象的三
聚氰胺生产工艺，也叫蜜胺生产工艺，

系列知识产权维权是2014年开始的。”
作为企业负责人，唐印带领团队历时9
年打赢这场官司。他熟稔地道出一组
数据：在诉讼期间，他们经历了三级7个
法院、35次庭审、5次专利无效行政诉
讼、2次专利权属纠纷诉讼过程等，最终
取得了胜利，获得了6.58亿元的赔偿，刷
新国内知识产权案件纪录，同时也是执
行到位的案例。“2024年7月，6.58亿元
全部到账，这对我们公司是极大的鼓
舞，我们的技术人员争先申请专利。”

作为省人大代表，唐印立足从业优
势，深入调研，持续从知识产权的保护
上提出很多建议，尤其是关于四川省知
识产权保护的方面。

在唐印看来，差异化发展才能带来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知识产权保护是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受益者、
参与者、获得者，同时我们也想把这样
的受益分享给大家。”唐印表示，企业在
2023年12月捐出1000万元作为眉山市
知识产权保护的援助基金，“只有我们
所有企业都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切
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经济才能
高质量发展。”

省人大代表汪东海
助力发展内江天冬，小药材撬动大产业

站在“代表通道”上，省人大代表、
四川天草润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汪东海提及家乡内江，首先介绍的就
是“中国天冬之乡”的名片。这些年，内
江东兴区挖掘道地药材资源，大力发展
内江天冬为主的中药大健康产业，种植
天冬3万余亩，振兴了革命老区，助力了
乡村振兴。

小药材如何撬动大产业？汪东海
持续挖掘天冬市场。“内江天冬具有润

肺止咳等功效，目前围绕化妆品、食品、
药品、保健品4大类领域共研发了41个
产品。”同时，内江天冬研发广泛，但并
没有纳入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应用受
限，“我开始思考，能不能将天冬纳入药
食同源物质目录管理呢？”汪东海说。

为此，他调研了内江各地，也跑遍
全国的各大中医院所，经过调研，他发
现内江天冬的市场应用非常广泛，也非
常具有开发价值。于是，在省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将天冬纳入食药
物质目录管理。会后，他积极到相关部
门沟通汇报，得到支持和认可。2024年8
月，天冬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纳入药食同源物质目
录，为内江天冬发展注入一针“强心剂”。

同时，汪东海提出关于打造“中国
天冬之乡”园区建设的建议，也得到相
关部门的认可，并配套资金1000万元，
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为中医
药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我见证了内江天冬从无到有、从
弱到壮，吸引了返乡农民工务工创业，
把荒山变成良田，照顾了小又照顾了
老，腰包也鼓了起来。其中有个村民种
植了150亩内江天冬，纯利润达到了40
多万元，更多的笑容洋溢在村民脸上。”
汪东海表示，今年他将提出把内江天冬
纳入川产道地药材大品种培育，争取天
冬在人才领域、科研市场拓展、品牌推
广方面得到支持。

省人大代表刘春香
“一老一小”问题，是家事，也是国事

省人大代表刘春香每次介绍自己，
一定要强调，她是来自中江县留守儿童
艺术团的团长，德阳市春香留守儿童关
爱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20多

年来，她长期关注关心关爱“一老一
小”，成为留守孩子们的“好妈妈”、孤寡
老人的“好女儿”。

从最初兼职舞蹈老师，到决定用舞
蹈打开留守孩子的心灵，刘春香先后创
办了中江春香艺术中心、中江县留守儿
童艺术团、德阳市春香留守儿童关爱服
务中心，每天义务下乡教孩子们跳舞，
每年有200个孩子圆梦舞台。同时，她
还寻找社会资源，为乡村学校解决校
服、饮水、课桌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
600余万元。

在当选省人大代表后，刘春香聚焦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她和团队编创了未
成年人保护法韵律操、防侵害操，用寓
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和保护意识。同时，她有多条建议都
是关心未成年人，“很欣慰的是去年10
月1日《四川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实
施，我的建议在里边有体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刘春香成为了一
名银龄志愿者，她组建银龄志愿者团
队，开办老年大学，支持低龄老年人为
高龄老年人服务，银龄互助。

“我在德阳市二物小区里为200多名
老年人服务，得知空巢老人吃饭难的问
题，我链接社会资源，在小区里开办了
免费的爱心公益食堂、素食餐厅，让老
人们在那里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说
到这里，她顿了顿，感触很深，“老人们握
着我的手说，我比他们的女儿还亲”。

在刘春香看来，解决“一老一小”的
问题，既是家事，又是国事。“昨天聆听
了省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要
强化‘一老一小’服务，让我更加确信：
走好这条路是正确的，值得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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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代表通道

近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初评启动，其中，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
入选初评名单。“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
大力实施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今年
参加省两会，省人大代表、资阳市政协副
主席李炜的建议就与濛溪河遗址有关。

濛溪河遗址位于资阳市雁江区和
乐至县交界处。2022年初至今，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开展

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的光释
光测年显示，濛溪河遗址年代距今约8
万至6万年。李炜介绍，资阳濛溪河遗
址出土遗物极为丰富，目前已发现超10
万件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超6万件各
类植物遗存，是罕见的旧石器时代全要
素物质遗存，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植物遗
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为东
亚现代人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
濛溪河遗址曾入选2023年“中国六大考
古新发现”和2023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
古发现，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24年度国
内十大考古新闻之一。

通过调研，李炜发现资阳濛溪河遗
址已出土文物缺乏有效展示，“虽然在考
古工地修建了微型博物馆，但展出的文
物不足百件，尚有大量文物保存在库房
中。”基于资阳濛溪河遗址的重要价值，
当地拟建设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
园，以推动遗址的全面保护和研究阐释，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消费能级
提升。为此，李炜建议，恳请省级有关部
门推动濛溪河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
园申报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项目
库，在资金、用地等方面给予支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远扬

代表在这里

省人大代表李炜：

建议推动濛溪河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

李炜 资阳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