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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很忙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2 月 16 日出版的第 4 期《求
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
民当家作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6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深刻总结
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
社会 100 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中国人民
翻身作主、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

政治制度安排，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实践
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
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
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
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继续推进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
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本 报 讯 （记 者 阮 帅 见 习 记 者
毛艺蓉 通讯员 王泽操）“看，这不是越
剧‘村晚’上唱尹派的王红霞嘛！”春节期
间，嵊州仙岩镇仙岩村人王红霞出门时，常
有村民认出她，兴奋地拉着她聊上几句。

越剧之乡嵊州这几天很是热闹，
首届越剧“村晚”火热开启，越剧经典
曲目和创意节目轮番上演，表演者都
是从民间精挑细选的“草根”选手。他
们穿起精致的戏服，“民星”范儿不输
专业演员，和广大市民共同在家门口
过一把“戏瘾”。

“我从小就喜欢越剧，但从没想过能
和名家一起在舞台上表演。”王红霞就是
这次“村晚”上的“民星”之一，48 岁的她
在一家化工企业上班，从没系统学习过
越剧，近几年开始自学自练。为了这场

“村晚”的演出，她早早在家里画好彩妆，
提前赶到现场试唱、排练。

其实，刚开始站到台前，面对聚光
灯，王红霞还有些犯怵，但从海选一路

“过关斩将”，她的舞台表演已经落落大
方，唱腔也更加沉稳有力。这次越剧“村
晚”上，她和同样来自“草根”的陈月萍合
演了一出越剧《山河恋·送信》，赢得现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村晚’给春节的热闹氛围添上一把
火，也挖掘出不少民间越剧人才。”嵊州市
文化馆馆长姚华江介绍，春节前，嵊州进
行了首届“越乡村 越有戏”我要上越剧

“村晚”海选大赛，广发英雄帖，面向全市
越剧爱好者公开征集节目。活动推出后
非常火爆，吸引了 500 余组选手报名参
加，其中不乏业余高手，可谓是卧虎藏龙。

经过越剧名家评委的专业点评和打
分，数十名优胜者脱颖而出，晋级“村晚”
展示风采，圆梦大舞台。

“村晚”上，来自金庭镇后山村的竺建良戴上老花眼镜，
登台演唱他的拿手戏——越剧《西园记》选段《自从与张君
见一面》，赢得了围观群众的掌声。“60 岁老大爷反串唱花
旦，很有特色。”现场观众杜先生连连点赞。

“现在不止村里人，有时候走到外面也有人认得我。”竺
建良笑着说，自己原先在家务农，平时会和朋友在戏迷角自
娱自乐，听说有机会上“村晚”表演，他本着重在参与的心态
报了名，没想到凭借熟练的反串表演直接晋级。

为了让更多人一睹“民星”风采，推广越剧文化，嵊州将
“村晚”的节目录成视频，在春节期间开展线上展播，还在文
化广场等城市地标搭起舞台，推出越剧人物变装秀、落地唱
书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邀请广大市民和越剧爱好
者赏戏听曲、一起互动，欢度新春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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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庆元 2 月 15 日电 （记者 黄彦
通讯员 朱亮羽 何飞） 2 月 15 日，春节假期
接近尾声，在庆元县张村乡后溪村的卫生室
里，村医古兰英却依旧忙碌。她熟练地为老
人量着血压，写单子，刷卡取药。“春节这段
时间来拿药问诊的老人比较多，大家都想过
个健康年。”说话带着客家口音，花白的头
发，厚厚的眼镜，皮肤和农民一样黝黑，这就
是村里唯一的医生古兰英。

今年已72岁的古兰英，老家远在广东省
梅州市，1976 年嫁入后溪村后，通过考试成
了乡村医生，一当就是47年。后溪村地处偏
远，离最近的卫生院有 3.6 公里，离县城更是
将近 50 公里。山路崎岖，交通不便，缺医少
药也成了常事。因此，古兰英全年无休，即便
春节期间也在守护村民的健康。

当年，以后溪村为中心，古兰英服务的
人口约 1500 人，现在村里人口外流，常住人
口仅有 44 人，且大部分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
人。即便如此，在这间位于她家二楼的“微

型卫生院”里，各种常用药品尤其是老年病
用药依旧充足，诊室里的药物、器材，总是收
拾得干净整洁，但古兰英却笑着说：“宁愿药
架上的药落灰。”

谈话间，古兰英想着几天前到卫生室瞧
病拿药、腿脚又不便的村民周大权，便背上
医药箱赶去他家看看情况。“周大权患有脊
椎神经炎、高血压，手脚麻木了。他的儿
子 50 多岁了也在村子里，得了肾结石、肠积
水⋯⋯春节期间他家也没什么亲人回来，我
有点放不下心。”古兰英的脚步很稳健，她跟
记者介绍，村医上门送诊是她几十年来最平
常的工作，正因如此，长年累月的积累，让她
对村民们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90多岁的吴
日光，患有高血压、心脏疾病；家住隔壁的周
大娇79岁了，患有糖尿病⋯⋯

到了周大权的屋子里，古兰英一边取出
血压计、药品，一边询问他的症状：“最近腿
脚好点了吗，药吃了吗？你的病，县城医院
的医生怎么说⋯⋯”周大权十分感激，这么

多年，古兰英都做到随叫随到，她的电话成
了大山里的“120”，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
需要，她就马上出诊。

现在，古兰英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她的
儿子周润泉三番五次劝她放下工作，享享
清福，但她却总是以村里忙离不开为由拒
绝。在家人的极力请求下，2019 年春节前
后，她前往深圳儿子家住了 40 多天，其间，
有些生病的村民时不时会给她打电话，她
在电话里问病情、开药方，“可看病这事，最
好还是面对面处理”。此后，她再也没长时
间离开过村里，“还是放心不下乡亲们。”古
兰英说。

“她和村民之间，更多的是朋友和亲人
的关系。”看到母亲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周润
泉也不再执着于让古兰英“享清福”，现在每
年春节他都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村子陪着老
人过年。儿子的支持和理解，也不再让古兰
英左右为难，她表示会一直做乡村医生，直
到干不动为止。

大山里的“120”春节里也不停歇

72岁村医，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大山里的“120”春节里也不停歇

72岁村医，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古兰英送药上门。 拍友 鲍慧斐 摄

本报杭州 2 月 15 日讯 （记者 谢晔
张留 通讯员 徐悦 孙慧姿） 看着整面墙挂
好了石材，杭州市临空建设投资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茹文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提
前完成重大节点目标，能抢一天是一天，这
个春节不停工，值了！”

这是龙年春节的大年初六。作为杭州
大会展中心建设单位负责人，茹文的心里始
终装着一张进度表。这个以钱塘江畔蓄势
待发的“风帆”为整体造型设计的大项目，今
年4月30日将迎来五方验收，目前整体进度
近 90%，“风帆”能否如期展翅，关键点位就
是一号馆。

“大家辛苦了！新春愉快！”跟工友们互
道着祝福，茹文来到施工现场，只见一名工
人站在两米多高的剪刀车上，将一块八九十
斤重的石材挂上了墙壁，稳稳卡在先前装好
的龙骨上。“今天现场 50 多名工人里，有 40
多名是安装石材的瓦工。”一号馆施工单位
中建八局的现场负责人李天锐说，这道工序
决定着一号馆能不能赶上总体进度。

眼前的一号馆不是普通展馆，而是能容
纳约 5000 人开会的无柱宴会厅，装修标准
更高，方案几经修改，因此启动时间更晚。
由于墙面施工灰尘大，所以只能按照“先上
后下”的工序，赶在春节假期装完墙面石材，
确保节后其他工序照常。

紧盯节点抢进度，是整个项目的常态。
“我们的竣工交付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

了一年。”茹文说。2023 年，建设中的杭州
大会展中心被确定为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的永久落户地，2024年9月就将首次迎来盛
会。一时间，施工进度条按下加速键，交付
时间比原定的2025年提前了一年。

与时间赛跑，不打无准备之仗。面积超
1.5 万平方米的一号馆，堆满了节后开工需
要用到的材料，墙面用材折弯板就有 5000
平方米。“远在衢州的工厂，还有 3000 平方
米折弯板，随叫随送。”一号馆现场施工主管
陈绳宏告诉我们，在工地附近一个面积 1 万
多平方米的货场里还堆满了各种材料，为节

后开工做好储备。
货物就位，工人也已在路上。连日来，李

天锐和陈绳宏除了在工地协调现场装修，还
忙着安排给外地工人购买返程票，确保节后
快速“上人”。按照计划，节后开工第一天，一
号馆现场工人将从50多人增至约200人，元
宵节后将增至约 400 人；整个大会展中心一
期项目现场工人也将回升到4000人。

抢进度，不只是人和物那么简单，还有
一道道难关需要攻破。

大会展中心东登录厅净高 30 多米，通
过一条长约 500 米、跨度超 18 米的中央廊

道，直接连通西登录厅，像鱼骨一样串联了
大会展中心一期 1 至 8 号馆，今后将是人流
往来的大动脉。

“这条中央廊道是施工难度的‘天花
板’，正下方就是地铁一号线。”说起这个大
难题，临空建投集团下属会展新城公司董事
长蔡宏伟记忆犹新。由于中央廊道跨度超
过 18 米，不得不在地铁特别保护区内打桩，
在地铁上下行盾构间，距离地铁运行轨道只
有2.5米处，就打了45根桩，深度达70多米，
这在国内都非常罕见。

建设中的一切难题，都在“风帆展翅”时
烟消云散。“会展是经济的晴雨表，现在全球
展馆建设都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状态时，杭州
大会展中心项目建设如火如荼，说明经济充
满活力和信心。”来自项目总包代建单位招
商蛇口的陈虎说，杭州大会展中心室内净展
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建成后在全国排名第
五，目前已对接多个大型展会。

蓄势待飞的，还有杭州临空经济。赶在
春节假期前夕，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北侧的
联达化纤完成了征迁签约，这里将是大会展
中心二期用地。与此同时，大会展中心项目
周边，人才公寓、会展南路、会展北路及与地
铁连通的地下通道，都在加速建设中。

随着外形酷似“风帆”的大会展中心一期
展翅，一个全球数字贸易创新港、国际航空服
务枢纽港、全国临空高科技产业高地、全国临
空会展商务新高地，摩拳擦掌，蓄势待飞。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永久落户地杭州大会展中心春节加紧赶工——

为让“风帆”如期展翅

建设中的杭州大会展中心一期。 受访单位供图

本报文成 2 月 15 日电 （记者 叶小西 共享联盟·
文成 包永强 刘林燕） 2 月 15 日傍晚，华灯初上，浙南大
山里，一座座乡村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国网文成县供电公
司电力调控员郝小乔紧盯着电脑屏幕上变电站设备运行数
据和电网负荷曲线，实时分析决策，不时接打电话，联系各
电力调控中心和枢纽变电站，有条不紊地下达指令，保证山
坳坳里电网安全平稳运行。

调控员，或许是电力部门万千人员中最为“压力山大”
的岗位。他们通常隐身幕后，却肩负着实时监视电网运行
状况、及时处置各类事故异常以确保供电安全可靠的重要
职责。对郝小乔来说，龙年春节注定是特别的，这是她在岗
位上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郝小乔出生于1969年3月，还
有不到1个月就满55岁，要退休了。

事实上，每年的春节到来前夕，都是郝小乔神经最紧绷
的一段时间。一直以来，春节保供电都是供电系统的重要
任务。供电系统要在节前做好电力设备“大健康普查”，排
除安全隐患。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投入更多设备、提高管控
级别，以保障医院、大项目施工等重要场所不会出现断电等
突发情况。

“作为文成电网的‘中枢大脑’，这里是所有指令发出的
源头。”郝小乔介绍，只要是电网设备检修、改造，需要落实
安全措施或者电网出现事故需要处理，都必须得到调控员
的发令许可。

让郝小乔欣慰的是，她在这个岗位上坚守了34年，发布了
几十万条指令，无一差错，未发生任何人员责任事故及障碍。

“我和股民的爱好是相反的。”在值班期间，郝小乔向记
者打趣道，她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全网运行的绿色显示，因为
这代表着没有异常，而如果哪里有红色亮起，那往往意味着
需要重点关注。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调控员必须做到 24 小时值班，绝
不能无人调度，这样才能保证电网的正常运行。对于他们
来说，没有白天黑夜，更没有周末假日，特别是春节期间，当
别人和家人团聚时，调控员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虽然春节期间要值班不能陪家人，但是家人很理解我
们，都比较支持。我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保障全县人
民正常用电，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郝小乔告诉记者，
她相信，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把平凡的事情做好
就是不平凡。“守护千家万户，站好最后一班岗，不留遗憾。”
她说。

文成电力调控员郝小乔站好最后一班春节岗

山坳坳里“电满格”

春节假期，位于宁波前湾新区的方特主题乐园
里，非遗表演将“龙”与“火”完美结合,为游客带来一
场场视觉盛宴。 拍友 高博雯 李茂 摄

余姚市凤山街道剑江村的吴章洪一家即将乔迁新居，2
月 15 日，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在自家院子举办了一场贺新
年、告别老屋家庭摄影展。 拍友 吴大庆 摄

余姚市凤山街道剑江村的吴章洪一家即将乔迁新居，2
月 15 日，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在自家院子举办了一场贺新
年、告别老屋家庭摄影展。 拍友 吴大庆 摄

游兴不减

2月15日，大年初六，受强冷空气影响，晴好天气告一段落，雨水、降温、大风轮番上场。在西湖景区，雨中踏春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
拍友 里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