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院长李海潮时，他刚
结束医院的办公会，脚步匆匆回到办公
室。在堆着文件与书籍的办公桌前，他
和记者聊起去年的履职和调研经历。

2024年8月，在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来临之际，李海潮参加了在北京市房山
区琉璃河镇窑上村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
政协委员基层义诊活动。在诊疗过程
中，李海潮不忘开展调查研究。

“通过了解每位患者的情况，从中分
析呼吸系统疾病的类型和成因，有助于
为远郊区村民呼吸道疾病的诊疗和管理
提供最优解决方案。”李海潮说，义诊活
动不仅能够直接为民解忧，还能了解目
前基层的医疗需求和服务现状。更重要
的是，能借此机会深入基层、实地调研，
从中发现问题，并努力寻找答案，“这是

一名政协委员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李海潮自2023年起开始担任全国

政协委员，凭借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对医
疗事业的热忱，两年来，他总共提交了8
份提案。

在李海潮看来，医学人才培养关乎
整个医疗行业的未来，是医疗事业的源
头活水。他曾长期负责医院的教学工
作，“我们的医学教育面临巨大挑战，医
学生临床实践能力不足，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的整体通过率也不尽如人意，反映
出我们在医学教育实践环节存在着短
板。”他说。

为此，去年大会期间李海潮递交了
《关于提高医学生和住院医师专业实践
能力的提案》，建议在保障患者安全的前
提下，合理增加医学生的实践机会，让他
们在真实的医疗环境中磨炼技能、积累

经验。该提案获评“全国政协2024年度
好提案”。

2024年，李海潮持续关注医学人才
培养问题。去年年中，他参加了全国政协
组织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调研。在我国
西南部地区调研时，他发现部分村卫生室
面临专业医务人员不足的问题。“如何通
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充实基层医疗
单位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力量，是值得关注
和深入思考的问题。”李海潮说，“一定要
让广大农村地区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便
捷、有效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

身处大型三甲医院，李海潮在建言
献策时常常关注医学教育和分级诊疗的
事情，认为大型公立医院就应该坚持并
高度重视其公益性，提升医学教育质量，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并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质量。“国之大者、民之所盼”是

政协委员履职的着眼点，“为国分忧，为
民解忧”是政协委员的责任和担当。

在与李海潮的交流中，记者深切感
受到他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对民生的关
怀。他的每一个提案、每一条意见建议，
都经过了深入的调研、细致的思考和反
复的论证，饱含着他对医疗行业发展的
深刻见解和对患者的深厚情感。他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践行着医者仁心的崇高使命。

谈及过去的提案，李海潮满是感慨：
“如今有关部门对委员提案的重视程度
超乎想象，不仅回应迅速，还会专门邀请
我们开展座谈和讨论。真切感受到政府
想要把医疗事业办好，为百姓谋福祉的
信心和决心。” 据新华社

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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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李玉梅：

关注产品质量，每天在厂里要走2万多步

记者手记

2月24日上午，在位于内江市市中区
的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恒通动保公司”）生产车间内，身
穿蓝色工装、脚踩一双胶鞋的李玉梅不
停地往返于3个车间,检查产品是否合
格。“别看我都在厂里，一天要走2万多
步，有时上3万步。”她说。

作为来自生产一线的全国人大代
表，李玉梅深知企业是如何通过建立健
全质量管理体系为消费者负责。今年全
国两会，她将围绕“如何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提出建议。

来自一线
见证人工操作到自动化生产

2月24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跟随李玉梅前往生产车间。进车
间之前，不仅要穿工装，戴上一次性帽
子、口罩、鞋套，还要经过洗手、消毒、烘
干等一套严格的程序。

李玉梅管理3个车间，是恒通动保
公司粉散预车间“李玉梅班组”班组长。
该车间内，水平式自动分装机将卷膜切
割成袋，再将散剂自动装入包装袋。最

后，成品在流水线传输时，一旁的检重秤
可自动检测产品重量是否合格。

李玉梅站在检重秤旁，随机挑选产
品，用手挤压，先查看封口是否严实，然
后再放到一旁的检重秤，再次校对重量。

“现在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了，基本
没有误差。”回想起2006年她刚进公司
时，都是用汤勺将散剂舀到袋子里，然后

再放到双托盘天平上，一个盘放砝码，另
一个盘放产品，整个过程非常耗时耗力。

尽管自动化生产线可以实现高精度
的装配，但工人们依旧需要通过观察机
器、调试参数等严把质量关。李玉梅拿
起一袋产品对记者说，比如包装袋稍微
有点卷边，编码没打在指定区域都算不
合格，视为废品，不能让它流入市场。

关注质量
建议完善追溯体系推进智慧监管

正是基于对产品质量的严苛要求，
李玉梅对市场上流通的假冒伪劣产品深
恶痛绝。因此，今年参加全国两会，她准
备了一份关于提升产品质量的建议。

具体来说，首先是完善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推进智慧监管，建立健全市场
执法监督机制，制定内部举报制度，加
大举报奖励，让每个行业从业者都成为
监督者。

李玉梅还在建议中提到，提高行政处
罚标准，加大惩戒力度，强化执法监督。

此外，李玉梅还准备了关于农村医
保的建议，建议优化农村医保体系，降低

农民医疗支出，以提升农民医保获得感。

履职感悟
“总觉得还有好多事没做成”

2023年，曾荣获“四川省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的李玉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相比起两年前的激动和忐忑，如今
的她更加成熟稳重。

履职这两年，李玉梅收获颇丰。以
前，她只知道在车间里埋头苦干，如今通
过看新闻、看书、参加调研活动，开阔了
视野。自我格局提升后，遇到问题也不
再火急火燎，而是更加从容，去找问题的
根源从而寻求解决办法。

“刚当选时还有些懵懂，现在明白自
己所肩负的责任后，压力更大了，因为总
觉得还有好多事没做成。”出身农村的李
玉梅总想为家乡做点事。

新的一年，她给自己定下了新的目
标，继续关注民生和农村问题，深入基层
调研，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黄晓庆
摄影报道

全国人大代表白晓艳：现场的“民声”最动人
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刚做好的作

物种植计划还需要反复确认，农业技术
培训还在抓紧进行……忙碌间隙，白晓
艳不忘在培训交流中倾听农牧民诉求，
希望在今年全国人代会提交的建议中对
民意的反映更充分一些。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白晓艳从事农业工
作已有28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认
为，一定要走到群众身边去调研，“人大
代表脚下多沾泥土，建议才更有力量”。

2024年，白晓艳的调研足迹遍布肃
南的农业主产区。制订今年的春耕种植
计划前，她深入村庄、走访农户，了解大
家在土地改良、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的
需求；面对盐碱化土地，她耐心给农户讲
解返碱的原因，以及改良土壤和调整种
植结构的重要性；推广新品种时，她就在
试验田里，带头上手种，一步一步示范给
大家看。

“只有逐一翻过玉米叶片，才能看到
背面的红蜘蛛；也只有走到群众中去，融
入群众的生产生活，才能真正对群众的
所思、所需、所盼感同身受。”白晓艳说。

这些年来，白晓艳提出过不少与
“水”相关的建议。“2023年，西北地区旱
情导致农业减产，农户们哭诉着让我想
想办法。”白晓艳说，张掖市属于资源型
缺水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
水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民生福祉。

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离不开水
利基础设施的支持。因此，在2024年全
国人代会上提交的《关于强化水资源配
置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基础上，去年，
白晓艳继续深入走访张掖市肃南、甘州、
高台等地，与各地水利部门、农牧民群体
等广泛交流，调研引水渠等水利基础设
施使用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了解灌溉用
水结构。

结合一年调研和思考，白晓艳将把
关于支持完善黑河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议
带到今年的全国人代会。

202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白
晓艳提交的事关民生、现代农业发展、水

利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30
余条建议，一一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复和
办理。“‘代表’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我要努力让每一次履
职都能推动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她说。

在白晓艳的办公室，角角落落里都
摞满了厚厚的工作材料，但是人大代表
相关的材料，却被单独保存在纸袋中，方
便随时查阅。在她心里，“人大代表重任
在肩，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白晓艳对“现
场”二字尤其有“执念”。在调研中，她每
听到一个诉求，都会到实地查看；在推动
建议落实过程中，她也会提请相关部门
到现场调研。“只有真正走到田地里，才
能切身体会到农民有多爱自己的庄稼，
脚下这片土地承载着多少希望。”她说。

据新华社

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潮：着眼痛点“医”心建言

李玉梅在认真准备拟提交的建议。

记者手记

白晓艳（右）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
族自治县明花乡调研。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