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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曾道群：

只有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能听到真声音

代表委员在这里

3月1日，出发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两
会的前一天，全国人大代表，自贡市沿
滩区高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曾
道群还在挨家挨户走访群众，收集村民
的意见建议。

多年的履职经历，让曾道群感觉收
集群众的心声必须“脚底沾泥”：“只有
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才能听到真声
音、提出实对策。”曾道群说，“作为一名
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我的职责就是为
群众发声，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发展订单高粱种植带动群众增收

除了忙于收集群众心声，曾道群还
有琐碎的村务工作。“主要是推动乡村
产业发展，我正积极争取创建五粮液酿
酒专用粮种植示范点位，采取订单农业
的模式发展高粱种植和水稻种植。”

她希望通过推动产业发展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2024年，为了打消村民的
顾虑，她挨家挨户走访，耐心讲解“技术
保障+订单种植+保价收购”的机制，动
员420余户群众加入订单高粱种植，全
村共发展高粱订单种植990亩，带动群
众增收20余万元。同时，她还盘活了自
贡市鑫和养殖专业合作社，通过统一采
购、销售、服务的模式，带动101户村民
发展蛋鸡养殖。2024年，合作社鸡蛋产
量达78吨，销售收入77.6万元，盈利11.2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农户35户，平均每
户纯收入0.4万元以上。

为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建言献策

过去一年，曾道群深入调研行业与
基层热点，认真撰写代表建议，2024年
参加全国两会时，提出《关于加强中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的建议》《关于支
持优先批复四川省自贡市建立保税物
流中心（B型）等相关保税功能区的建
议》《关于支持将重庆至自贡至雅安铁
路纳入<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建议》
《关于支持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自
贡）建设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完善丘陵
地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建议》《关于多

点发力积极构建乡村教育新格局的建
议》等，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区域发展积
极建言献策。

自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应自贡
市检察院、自贡市自流井区检察院、富顺
县检察院的邀请，曾道群在农村土地保
护纠纷民生案件中向涉案群众解释政
策，化解社会矛盾，在“检察护企”“检护
民生”等专项座谈会上献言献策，促进专
项活动取得实效。

最让曾道群有成就感的，是在沿滩
区检察院办理的辖区古树保护案中，她
结合乡村旅游、文化传承、生态影响等
多方面提出对古树的保护意见，被检察
机关采纳并形成检察建议发送至相关
部门，问题得到有效整改，实现了社会
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全力以赴把“民声”转化为“民生”

“作为人大代表，我最大的感悟是，
这既是荣誉，更是责任。履职既要吃透
国家政策，又要摸清群众需求，还要向
群众传递党的精神和关怀，才能将‘民
声’转化为‘民生’。”曾道群坦言，做好
不容易，但必须全力以赴。

多年来，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她认
真履职、主动作为，成为乡村环境的守
护者、文明乡风的引领者、乡村治理的
实践者。为推动辖区内羊叉河治理工

程，她带领村“两委”干部走访工程涉及
村民，一户一户走、一家一家谈，完成工
程前期57.19亩青苗附着物清点赔偿工
作，牵头协调工程中遇到的保障问题和
矛盾纠纷，目前羊叉河入釜溪河河口水
污染综合治理项目已基本完工，“有鱼
有草”的生态河道进一步显现。

在她的带领下，高滩村成功打造文
化大院，村民在文化大院开展“院坝会”
议事、“两会”精神宣讲等活动，打造法
治广场营造遵纪守法良好氛围。同时，
在培育乡风文明、强化基层治理等方面
创新方式方法，邀请模范标兵在农民夜
校和道德讲堂上作交流发言，开展“优
秀党员”“农民夜校优秀学员”“高滩好
人”“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在
全村范围内兴起“争先进、学先进，求上
进、知包容、懂感恩”的浓厚氛围。

“今年我想提这几条建议：一是关
于支持自贡市建设国家级数据标注基
地的建议；二是关于支持自贡市创建国
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的建议；三是关于
支持自贡彩灯产业发展，守正创新讲好
中国故事的建议；四是关于建立历史建
筑与文物点协同保护机制的建议；五是
关于进一步推动技工教育与职业教育融
合发展，促进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曾道群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恪生

悠久的中华历史为文艺作品创作
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近年来，国产电视
剧尤其是历史题材作品在海外较受欢
迎，成为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不过，要把握好历史真实性与
艺术虚构的微妙平衡，创作出更多、更
好的精品历史剧，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海外市场需求旺盛，但目前国产古装
剧多以戏说、架空类为主，真正承载中
华文明精髓、传递共同文化记忆的历史
剧尚占比不足。”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网
络文学作家蒋胜男说。

3月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蒋胜男那里了解到，今年她要提交
的几份建议中，其中一份是建议“加强
优质历史剧创作和出海”。

蒋胜男是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
院院长，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身
为知名作家、编剧，她创作的《芈月传》
《燕云台》等长篇小说及相关影视改编
作品，拥有大量读者、粉丝。作为常年

跟历史题材打交道的作家，蒋胜男认
为，对于中国古代史题材的过度审核，
一来会使得历史剧创作者畏于创作、投
资者不敢投资，令国产历史剧越来越
少，越来越窄。二来不管国内还是国际
上，仍然对于古装剧有着巨大的渴求，

历史正剧少了，就等于把市场送给了戏
说、架空、虚浮的古装剧。“历史剧的创
作与传播，关乎文明解释权的争夺。我
们在求质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只有足
够的量变，才能够有着强大的质变。”蒋
胜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蒋胜男在建
议中提到，应优化审核机制，分类管理
激发创作活力。明确区分“重大革命题
材、近代史题材、重大历史题材”与“一
般古代史题材”的审核标准与管理方
向。对不涉及中华文明重大历史节点、
不涉及中华文明重要人物生平的一般
古代史题材，遵循“大事不虚”原则，放
宽对细节的过度审核，鼓励艺术创新；
对涉及近代史及重大革命题材，继续保
持严谨审核，确保历史真实性。一般古
代史题材，可要求剧组在创作之初，自
行聘请符合资质、内容对口的数位历史
专家顾问，由专家顾问给出意见。建立
文艺界与史学界的常态化、友好化的良
性沟通机制，在创作自由与尊重历史之

间达到良好的平衡。
在让历史剧出海，扩大影响力方

面，蒋胜男提到几个具体建议，其中包
括每年在全国征选一至五部优秀的历
史题材影视原创剧本，或根据优秀历史
题材小说的改编剧本进行重点关注，对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具有
国际传播潜力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
鼓励高校与影视机构合作，培养历史剧
编剧、导演专业人才。将优秀历史剧纳
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优先推送
至国际主流平台；创新传播模式，拓展
文化出海渠道，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的海外推广体系，联合主流视频平
台开设“历史剧专区”，利用算法推荐精
准触达海外受众。举办“历史影视国际
推广展”“一带一路影视交流周”“东南
亚中华影视展”等相关展会，批量推出
优秀历史剧目，打造文化交流品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鲁孟琳

曾道群 受访者供图

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

建议加强优质历史剧创作和出海

蒋胜男 受访者供图

（上接03版）
全国政协有230多位港澳委员。

刘结一说，他们走访港澳企业、社团和
高校等，到内地省市调研，就发挥港澳
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
的作用等议题深入交流；着眼国家重
大战略，聚焦金融贸易、科技创新、营
商环境等领域议政建言，助推港澳发
挥好内地与全球市场“联系人”、要素

“引水渠”、规则“示范区”、经贸“连通
器”等优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持续作
出贡献。

凝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力

面对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坚定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全国政协长期致力于服务国家对
外开放事业。从这个视角也可以增进
对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了解。”刘
结一介绍，一年来，全国政协聚焦扩大
制度型开放、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议
题广泛协商议政，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提供政协智慧。
同时，广大政协委员围绕营造自贸

区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风险防控制
度、发挥港澳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中作用、推进服务贸易创新与
先行先试数据跨境流动等，提出了许多
真知灼见。

刘结一说，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定
支持和参与经济全球化，坚定不移扩
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一道，共享机
遇、共创繁荣，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

从全国政协对外交往可以感受到
中国开放的活力。邀请国际友人到全
国政协参观交流，举办2024年中国经济
社会论坛、中非经济社会理事会圆桌会
议、中欧圆桌会议，组织政协委员赴亚
非拉及欧美国家访问……过去一年，一
个个活动亮点纷呈。

“多维多彩的政协对外交流活动，
让我们交到更多国际朋友，引发更多共
鸣，不断凝聚起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共迎挑战、共创未来的共识与
合力。”刘结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