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
天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北京代表
团召开代表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市委书记蔡奇代表、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李伟代表参加。

蔡奇代表说，完全赞同栗战书委员长所作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21年是党和
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党中
央首次召开人大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
向。去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聚焦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旗
帜鲜明、勇于担当、依法履职，出台了一批重要
法律和决定，开展更有力度、更具实效的监督

工作，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制度保证和法治保障。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
理念，深刻阐明了中国式民主“全链条、全方
位、全覆盖”“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鲜明
特色和显著优势，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
的原创性贡献，展现了强烈的制度自信和底
气。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新的内涵，也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念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深化拓展“万
名代表下基层”机制，形成了生动实践。我们
要认真贯彻全国两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全市人大工作，更好发挥人大在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中的重要作用，为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民主法治保障，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李伟代表说，栗战书委员长所作的工作报
告是一篇求真务实、砥砺奋进的好报告，我完
全赞同。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紧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贴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期盼，紧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求，依法履职尽责，立法
修法步伐快、质效高，人大监督抓得准、针对性
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举措实、覆盖面广，加
强自身建设要求严、力度大，各方面工作都取
得可喜成就，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作出了表
率。我们要对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围绕市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
方针的部署安排，创造性地开展立法监督等工
作，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吴晨代表说，认真聆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倍感振奋。透过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年来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的图景徐徐铺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我国根本政治
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充分彰显。报告充分体现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成绩全
面、安排任务具体，我完全赞同。作为一名人大
代表，将笃行不怠，切实履行职责，在城市建设和
城市高质量发展当中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罗瀛代表说，在过去的一年，全国人大立
法数量创新高，推动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
为重大决策和改革提供了保障；监督方式不断
创新，助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联系和服务代表
工作扎实细致，特别是在学习培训方面不断创
新，有效提升了代表履职工作能力和水平。建
议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中，明确建立婚前免
费体检机制，同时推行一站式的婚检模式；在
慈善法修订中，将慈善领域纳入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范围，研究完善相关制度，为检察机关在
慈善领域提起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本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314 ●第110号 ●代投代号1-3024 本版责编 彭昌阳 耿海燕 设计 仲晓丹

2022年3月9日 星期三 农历壬寅年二月初七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擦亮北京“新名片”
代表委员拿出“金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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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代表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蔡奇李伟参加

用好大运河这个“超级 IP”让世界更懂中国
本报记者 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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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日上午，北京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召开会议，调度疫情处置工
作。市委书记、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市长、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
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张延昆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本市出现新
增确诊病例，再次给我们敲
响警钟。要清醒认识当前面
临的疫情防控形势，决不能
有任何松劲懈怠的思想，坚
持“动态清零”防控策略，压
实“四方责任”，严防死守，科
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以最快速度阻断病毒传
播链条，确保全国两会、冬残
奥会顺利进行。

会议强调，当务之急是
迅速开展流调溯源，第一时
间锁定密接者并进行集中医
学观察。对病例活动轨迹所
涉风险点位进行封控或临时
管控，对风险人员迅速排查
落位，落实核酸检测、医学观
察等措施，环境采样同步跟
上。细致做好封控小区居民
生活服务保障。相关企业和
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
行防疫要求，提倡居家办公。

会议强调，要加强远端
管控，严格落实进返京政
策。坚持“四早”，常态化
做好社会面筛查，持续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进返京
人员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严格小药店、小诊所监管。开
好新闻发布会，公布病例活动轨迹，提示市民群众履行防
疫责任，提高防护意识，有时空轨迹交集的主动报告，有
症状的及时就诊。

大运河北京段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张亮丽的大运河北京段已经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张亮丽的““金色名片金色名片””。。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流淌千年的大运河，自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连通中国
南北的重任，如今正在连通、沟通世界。全国政协委员、民
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大
运河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发挥大运河在推进国际合作
和民心相通中的作用，要重点讲好运河自身、区域文化和
漕运制度文化三个大运河故事，用好用足“千年文化”这个

“超级IP”，让世界更懂中国，也让中国更好融入世界。
从一条负担着中国南北经济动脉的漕运通道到世界历

史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正闪烁着文明之光。“讲好大运河
故事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意义。”张颐武说，古往
今来，运河就承载着人类互联互通、共享资源的美好愿望，
提示人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体。从字面上讲，“运”字
意为运输，有联通的功能，千年运河滔滔不绝，运河文化生
生不息，长期以来发挥着互通有无、传承文明、沟通民心的
作用，是展现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精神的宝贵文化载体。

应该重点讲好哪些故事呢？“首先要讲好运河本身
的故事。”张颐武说，据统计，世界上有500多条运河，包
括苏伊士运河等，分布在 5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有
运河文化。运河本身就是国际对话交流的通用语言。
只有讲好运河本身的故事，才能引发共鸣，为世界更好
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奠定基础。

“运河有独特的魅力，与自然水系不同，要靠人工开
挖才能形成。”在他看来，运河是人类意志改造的成果，从
开挖的过程就体现了人类改造环境、努力生存的顽强生
命力。与此同时，运河实现了人力工程与天然水道的一
体化，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运河开凿、引水、蓄水、防灾等
都需要技术维护，浓缩着历代人不断学习、超越、攻坚克
难的心血与努力，“一条运河能一直留存至今，也客观反
映着当地运河技术水平，是文明的具体体现。”张颐武说。

其次要讲好两岸文化故事。张颐武说，大运河区域的
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一代又一代人积累形
成的。京杭大运河跨越了8个省、直辖市，包括北京段、天
津段、河北段、河南段、山东段、江苏段、安徽段、浙江段，历
经多个朝代，曾有“商船往返，船乘不绝”的盛况，以区域划
分形成了燕郊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文明；以种类
划分，沿岸逐渐汇聚起了茶艺文化、饮食文化、桑蚕丝绸
文化、地方戏曲、民间曲艺，积淀了古典园林、藏书楼阁、
桥梁古塔，沉淀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举个
例子，咱们通州运河段就形成并流传下来通州运河船工
号子这一宝贵的北京传统民间音乐文化。”张颐武说。

“中国大运河的命运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应讲
好漕运制度文化。这将让世界更懂中国。”张颐武说，漕运
制度曾是中国的重要经济制度，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
种专业运输，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
炼，反映了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特质。

如何才能讲好“三个故事”，让大运河文化在推动国际
合作和民心相通中发挥更大作用？“要做好文化挖掘工作，
把讲故事的底子打深、打厚。”张颐武认为，中国大运河，贯
穿5大水系，溯游1797公里，2500年间，联通南北、贯穿古
今，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是流淌的、活着
的，是点、线、面结合的线性文化遗产。把故事讲好、讲活
关键是要挖掘沿河流域古村落、古建筑、口述历史、传统技
艺等内容，“这些都能成为生动的故事素材。”张颐武说。

从操作层面来讲，张颐武建议，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
加大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力度，充分发挥跨区域、跨部门协
调机制作用，推进沿河八省市加强文化内涵挖掘工作，建
立机制，一体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修复、文化旅游
发展、宣传推广等方面的沟通合作。要发展文旅产业，推
动文旅文创和遗产保护融合发展。还应做好文化遗产“活
化”的工作，通过引入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加强中国大
运文化展示，让大运河遗产文化内涵更直观、更精彩。

作为流动的文脉、宝贵的遗产，备受
关注的大运河贯穿古今，连接城乡，蕴含
着生态、人文、民生、发展等诸多元素，是
历史发展的见证，正在迎来新的复苏。出
席全国两会的河北省代表委员们纷纷表
示，目前大运河河北段的建设正在全面深
入实施，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谋划推
进，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深入挖
掘文化内涵，努力抓好遗产保护传承，推
动千年运河重焕生机。

“近年来，廊坊与京津同步治理北运河，

成效显著。去年6月底，北运河廊坊段全线
旅游通航，乘坐游船饱览运河旖旎风光、体
验运河魅力，已成为人们的赏心乐事。”全国
人大代表、河北省廊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农业推广研究员方金华说，香河古有“首都
之门户、漕运之咽喉”的称谓，是贯穿北方大
运河的重要节点，是大运河出京第一站。近
年来，通过对标京津，谋划实施水系治理、桥
闸改建、码头修建、生态治理等多项重点工
程，北运河再现如画之景。

目前，廊坊市与通州、武清多次沟通

对接，“通武廊”全线通航的联合工作机
制，将北运河廊坊段打造成为河北省第一
条内陆旅游通航河流，建成全省第一座具
备通航条件的船闸和集旅游、海事、安全
保障为一体的综合性内河码头，开辟了国
际领先、国内最为先进的数字化旅游航道。
香河与通州签订《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实现两地文旅产业资
源共建共享，计划通过5至10年的发展，带
动香河全域旅游人数进一步提升，年旅游总
收入提升至约60亿元。（下转2版）

水挽京津冀 运河绽新颜
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

最中国的故事要有最世界的表达
新华日报记者 胡兰兰

无论是大运河之于江苏，还是江苏之于
大运河，都是至关重要的。“推动大运河从

‘地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是江苏讲好
运河故事的创新亮点。”在全国人大代表、江
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省文联副主
席(兼)柯军看来，大运河的开凿、发展与兴盛
的历程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演进史，也是中华
民族文化不断丰富、联动、升华的历史。它
也是一条中国联通世界的文化纽带，是展现
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精神的文化载体。

“最中国的故事，也应该有最世界的表

达。”柯军说，基于这样的理念，江苏演艺集
团大手笔推出“大运河主题音乐会系列”。
这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重要指示、江苏省委省政府对大运河（江
苏段）法治文化长廊建设要求而推出的一
系列运河主题作品，以弘扬中华民族生命
精神、彰显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理
想为核心文化内涵，包含歌剧《运之河》音
乐会版、交响组歌《大运河畅想》、合唱交响
曲《大运河》、国风音乐会《听·见运河》四部
作品。“这些作品是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它们连通了文化与科技，
连通历史与现代，以一种更生动的方式，广
泛传播大运河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和中国力量。”柯军说。

去年9月，江苏省演艺集团交响乐团携
手苏州、天津、浙江、北京、河南、山东、安徽
等地交响乐团，在第三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
览会开幕式会上，千人交响合唱《大运河》，
将大运河江苏段数千年的风土人情、民俗风
物娓娓道来，生动勾勒出大运河独特的人文
风貌，蕴含着深厚的故土情怀。（下转2版）

昨天，在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冬季两项男子中距
离（坐姿）比赛中，中国选手刘梦涛夺冠。

新华社记者 彭子洋/摄

代表建议心系
“一老”与“一小”

通州开展国家城市安全
风险综合监测预警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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