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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履职故事

全国人大代表汪其德：

当好致富“领头羊”尽责履职有担当

记者手记

巴中市南江县沙河镇五郎沟村，地
处秦巴山区腹地，山高路远、土地贫瘠。

“高高山上莫搞头，又出野猪又出猴。”当
地曾流行的顺口溜，是这个村多年前的
真实写照。

全国人大代表汪其德在这里土生土
长，他的名字与“南江黄羊”紧密相连。
作为南江县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
理事长，汪其德不仅带领乡亲们走出了
一条奔康致富的道路，还通过创新模式
和产业升级，将“南江黄羊”打造成了一
张享誉全国的名片。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汪其德正忙着
完善自己的建议细节内容，他要把来自
革命老区的声音带到北京。

从“打工仔”到“领头羊”

早年为了谋生，汪其德辗转广东、福
建、陕西西安等地，干过建筑、跑过运输，
甚至睡过大街。尽管在外打拼多年，但
他始终心系家乡。2004年，他响应家乡
政府号召，带着60万元积蓄回到南江，
决定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南江黄羊，
开启创业之路。

南江黄羊是当地特有的山羊品种，
肉质细嫩、营养丰富，但长期以来只能小
户散养，难以形成规模。汪其德看准了
这一潜力，创办了“五郎黄羊养殖场”，并
成立南江县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通过“借羊还羊”模式，他将种羊免费借
给农户，两年后仅回收等量或等价的羊，
增重和繁殖的收益归农户所有。

“个人发展得再好，没有带动老百姓
增收致富，就不算好。”汪其德在近三年时
间里，无偿向328户村民借羊近7000只，
户均养殖年收入超过1万元。“借羊还羊”
模式的成功，不仅带动了全县黄羊产业发

展，也让汪其德成为行业内的“领头羊”。
2020年，汪其德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称号；2022年，“南江黄羊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成功创建为巴中市首个“国
字号”现代农业产业园。

近年来，汪其德延伸南江黄羊产业
链条，建起了黄羊精深加工厂，开发出冷
鲜、佐餐、腌腊等六大系列30余个产品，
年产值超3亿元。产业定型后，他又带头
投资建成南江黄羊交易中心，与多个电
商平台合作，开启南江黄羊线上营销，助
推产品远销北京、西安、广州、台湾等地。

“要想谋长远必须抓产业”

自履职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汪其德
更加关注南江黄羊产业发展，积极为乡
村振兴事业献计出力。白天走访调研，
晚上整理资料，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一路走下来，我深刻感受到，要想
谋长远，必须抓产业。”近两年来，汪其德
深入农户家中走访调研，面对面听取村
民的意见，收集他们最期盼解决的问题，并

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方面提
出了多项建议，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在一次调
研中，汪其德发现，一位畜牧技术人才因
收入低、家庭难以照顾而离开了合作社。
这让他意识到，传统的刚性人才引进模式
在乡村地区难以奏效。为此，他建议有条
件的乡村地区可以探索“周末工程师”“周
末专家”等柔性人才引进政策，以更加灵
活的方式吸引技术人才为地方服务。

不仅如此，汪其德还积极争取税收
优惠政策，为黄羊产业的发展保驾护
航。2022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
策，为黄羊产业链上的企业带来了真金
白银的红利，进一步推动企业扩能增产、
做大做强。

在南江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辐射
带动下，南江黄羊产业基地已覆盖全县
32个乡镇300个村。2024年，南江县已
初步构建起育种、养殖、基地、屠宰加工、
品牌营销的全产业链体系，培育出两家
省级龙头企业。

牢记“为百姓代言”的使命

“这几年，革命老区群众的航空梦、
动车梦、县县通高速梦、安居梦、小康梦、
致富梦，正在一个个变为现实。”汪其德
说，如今，产业发展了，日子更好了，老百
姓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自己将
始终牢记“为百姓代言”的使命，将基层
的声音带上全国两会。

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汪其德提出
了多条建议。例如，建议加快汉巴南铁
路建设、支持革命老区资源开发；建议加
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全面培
训、招纳引进人才、出台鼓励政策等方
式，解决农村人才短缺问题。

2024年9月，汪其德参加最高人民
法院调研组座谈，肯定法院在优化营商
环境方面的努力，同时建议强化审判力
量下沉，推动人员编制、审判资源向基层
倾斜，帮助人民法庭解决经费保障、基础
设施建设等问题。

农村危房改造、易地搬迁、医疗健康
等民生问题，也是汪其德关注的重点。
他曾建议加大对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力度，提高补助标准；还曾建议将
治疗罕见病庞贝病的药物纳入医保，为
患者切实减轻了负担。

“南江县的金银花种植面积超18万
亩，投产12万亩，年产川银花干花3900
吨，总产值5.4亿元。这一特色产业，在
乡村振兴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聚焦产业发展，
汪其德建议将原中药材品种川银花重新
收录入《中国药典》（2025年版），以破除
川银花在助推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中
的瓶颈。目前，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全国政协委员刘小康：

持之以恒为高校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临近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重庆

理工大学校长刘小康仍在不断完善今年
的意见建议。“尽职尽责、精益求精”是他
一直秉持的履职原则。

刘小康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以“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为特色的重庆市高水平
新工科建设高校。如何让高等教育培养
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精准对接，是刘小康
长期关注的话题，也是他作为委员履职
的重点。

“委员履职与科研工作有许多共通
之处，比如坚持创新思维、持之以恒推动
问题得到更好解决。”去年，他时常与学
校老师交流人才培养新路径，同学生了
解就业技能新需求，还深入政府部门和
企业广泛调研，共同探讨新时期高层次人
才培养工作。数次基层调研经历，让刘小

康对人才培养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比如，有的企业家反映部分高校专

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严重，这些学校
还面临着就业率的严峻考验。”刘小康认
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在人才培育过
程中，忽视了社会经济需求、缺乏全局视
野，也与高校办学资源分配“贫富不均”
等因素相关，需要在分析原因基础上寻
找解决对策。

刘小康一直关注高校人才培养问
题。他在去年大会期间提交的《关于优
化高校学科评价导向、有组织推进专业
设置的提案》，被确定为全国政协2024
年度好提案，得到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
重视和采纳。“这同颁给我的科研荣誉不
一样，是对我作为委员履职的认可，更是
责任。”他说。

“推进高校专业学科建设还有很多
规律性的认识待发现，我准备抓紧这段

时间，以更高的标准细化思考。”今年，他
准备继续围绕这一主题建言献策。

翻看刘小康的调研笔记，可以明显
感受到他思维的严谨——在阐明需要解
决的问题后，逐一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和路径，措施具体、条理清晰、言简意赅。

在刘小康看来，委员履职和本职工
作相辅相成。为当代大学生探索更适合
他们的培养模式、推动高校人才培养工
作持续优化，是刘小康给自己定下的履
职目标。他坦言，今年还有许多履职计
划要完成，准备把调研日程安排得更紧
凑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就像搞科研工作一样，需要持之
以恒、坚持不懈”。 据新华社

图为刘小康（右）在指导学生做实
验。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汪其德（左一）在养殖场调研南江黄羊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协同推进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成德眉资“牵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远扬）2月27
日，资阳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关于协
同推进成德眉资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决定》进行介绍。记者现场了解到，
2024年12月，成德眉资人大协同立法联
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定，将《关于协同推
进成德眉资区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决

定（草案）》（下称《决定》）分别提请四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施行日期统
一为2025年3月1日。资阳市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于2024年12月24日通过了该《决定》。

据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廷安
通报，《决定》共十三条，主要内容包括规
划协同、合作机制、文化资源挖掘、宣传
营销等方面。其中，四市将共同实施四

川省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规划和成
都都市圈龙门山龙泉山旅游业协同发展
规划。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工作机
制，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整合旅游资源，
设计特色旅游产品和线路，打造旅游特
色商品，提升旅游品牌形象。

同时，强化陈毅故里、石刻文化等文
化旅游资源联动开发、传播，提升景区品
质；做好濛溪河遗址考古发掘、保护及开

发利用，促进文化和旅游资源融合发
展。推出四市旅游整体形象标识和宣传
口号，建立联合宣传推广机制，加强互联
网和新媒体宣传，拓宽营销渠道，推动城
市互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

此外，《决定》还在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人才培养、旅游标准化合作、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旅游市场执法协同等方面
作出了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