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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爱和委员：化身“艺术村官”，用艺术让小山村“脱胎换骨”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沈

腾饰演的艺术家马亮借助画笔，
让一个穷山村脱胎换骨，美得让
人惊叹。其实在河南，也有这样
一位“艺术村官”。当天上午，省
政协委员、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
馆长郭爱和走上“委员通道”，讲
述了他与洛宁县罗岭乡花树凹
村的故事。

花树凹村自然风光得天独
厚，但人们的生活品质并不高。
2015 年，郭爱和来到这里，在
水、电、路、网都不具备的条件

下，开始建设三彩国际陶艺村
爱和小镇的探索：改造残垣断
壁的破窑洞、缺乏美感的老房
子，用三彩艺术激活引领乡村
旅游。

在当地政府大力支持下，
郭爱和团队成功举办了六届
中国“当日”艺术展，启动了

“美育中国”计划，让村民和孩
子们在自家门口就可以看到
最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募集
善款 124.8 万元，在全县 86所
中小学挂牌设立“美育教室”，

资助上千名师生到洛阳市进
行艺术和美育的研学，邀请艺
术大咖、教授给全县的美术、
音乐老师培训上课。

“前两年，洛宁县只有几十
位艺术生考上大学，2020年达
到 122 人，很多都来自贫困山
区。”郭爱和说，用艺术来实现乡
村振兴，是一条特别值得探索和
推广的道路。“当艺术‘豫’见乡
村，河南的农村会美出气质、美
出内涵。希望让艺术再造乡土
文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1月17日上午9时，在雄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开幕。

会议应出席委员 875 人，实到
751人，符合规定人数。

省政协主席刘伟代表政协第十
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工
作报告。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李英杰、
龚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周春艳、张
震宇、刘炯天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主持会议。

刘伟强调，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之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河南新征程的起步之年，
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高举伟
大旗帜，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指南；
要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把党的全面
领导作为首要原则；要立足全省大
局，坚持把服务“十四五”开好局起
好步作为工作主线；要锚定使命任
务，坚持把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作为着力重点；要突出团结民主，坚

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
共识作为中心环节；要注重强基固
本，坚持把提升整体效能作为重要
目标。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
要倍加珍惜时代际遇，倍加珍惜广
阔舞台，从习近平总书记光辉思想
中坚定奋斗方向，从省委战略部署
中找准奋斗坐标，从“十三五”辉煌
成就中汲取奋斗力量，从投身宏伟
实践中彰显奋斗担当，在全面建设
现代化河南的宏伟事业中建功立
业，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钱国玉在会上作关于省政协十
二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他说，省政协常委会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和省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全面落实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
议精神，着力推动提案工作提质增
效。审查立案的 1108 件提案已全
部办结，其中已经解决、采纳或列入
计划解决的 1082 件。提案办理工
作有力推动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在服务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河南日报

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

两会“委员通道”开启
谈的都是你关心的问题

1月17日上午，河南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郑州开幕。会前，“委员通道”准时开
启，参加通道的省政协委员回答记者提问，也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河南在脱贫攻坚、民生
关怀上的暖心故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宋迎迎

不让任何一个人在脱贫
道路上掉队，是政府对百姓的
承诺。

“十三五”期间的河南脱
贫攻坚战中，驻马店市探索出
的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
获 得 了 国 务 院 扶 贫 办 的 推
荐。委员通道上，省政协委员
张银良详细介绍了这一模式。

张银良说，驻马店市经过
多方调研，认为“给低保不如

给服务”，决定借鉴和升级托
老院模式，分两步走，着手解
决这个问题。第一步是把重
度残疾人集中托养起来，让他
们得到完善的照料。第二步
是变“输血扶贫”为“造血扶
贫”，给家庭释放出来的劳动
力一个出路。目前，驻马店市
建成了107个重度残疾人集中
托养中心，巡回入住有 8000
余人，现入住 2097人，基本实

现了全覆盖。
下一步，当地将围绕“建

设标准化、服务优质化、保障
多元化”发展方向建立长效机
制，“围绕‘十四五’规划，我们
将把残疾人事业深度融入乡
村振兴中去，改善生活环境，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高质量，更
有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有
体面的生活，人人享受到改革
发展成果。”

张银良委员：驻马店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模式获得国务院扶贫办推荐

闫斌委员：
依法行政要制定
全省统一的服务标准和清单

省政协委员闫斌在委员通道上分享了对依
法行政的看法。

闫斌说，现实生活中，群众、企业办理营业
执照、医保、社保、身份证、护照等与群众个人有
直接关系的事项有500多项，这些事项都对应
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也都是法治政府要依法履
责的行政事务。

“执政为民的重点是服务于民。”作为省政
府的法律顾问，闫斌在平常调研和省依法行政
考核中，也发现了不少值得推介的做法。例如，
郑州市行政服务中心对群众开面包坊、开花店
等51件个体户登记事项，直接网上秒批；驻马
店市全面推行“365天服务”模式，做到政府服
务节假日“不打烊”。

闫斌建议，下一步由省政府组织各地市、各
厅局，对群众、企业到政府所有的办事项目进行
归纳梳理，制定全省统一的服务标准和清单，早
日让全省人民到政府办所有的事，都能实实在
在感受到法治政府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让
广大群众的幸福感“爆棚”。

郑福增委员：
做好传承创新加强投入
突破中医发展瓶颈

省政协委员、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副院长郑福增在委员通道上对中医药的发展提
出了自己的建议。

2020年年初，郑福增奔赴武汉支援，当时，
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西药结合、中西药
并用”的治疗模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疗效。

不过，他透露，就河南而言，中医药的发展
状况并不尽如人意。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南平均每千人口约1
名中医师。截至2020年年底，河南平均每千人
口约0.7名中医师。占比不增反退。中医药投
入方面，2020年省级预算卫生健康投入47.28
亿元，中医药占比只有6.03%，非常少。”

郑福增认为，要想重新焕发出中医事业的生
命活力，必须在做好传承的基础上，坚持创新驱
动。加大财政投入，支持在创新中寻找出路，突
破中医发展瓶颈；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坚持与时
俱进。利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为中医服务，提
高和发展中医药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疗效和科研
产出；要遵循中医药规律，打造政策环境，增加中
医师院校培养数量，鼓励师承培养，优化医保支
付对选择中医服务的支持作用，让中医药能够更
好地为人民的生命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原服务。

省政协委员王燕结合自己
在疫情期间的经历，提出了改善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看法。

“2020年的疫情，让我们一
线教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小‘网
红’，纷纷上起了网络直播课。”
王燕说，网课期间，自己通过和
家长的沟通得知，平均每五个孩
子里就有一个出现了心理问题，

像紧张、焦虑、内心恐惧、厌恶学
习、迷恋游戏等等。

“其实，这些现象只是在特殊
时期的心理问题的小爆发。平时
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也很普遍。”
她表示，对于孩子的心理问题，干
预时间要早，干预节点要好，干预
角度要巧。学校方面，心理教师
要配备到位，要把心理健康课早

日纳入课程体系当中；社区要和
学校进行有效的对接，共同建立
特殊生的成长档案，对这些孩子
进行持续的关注；家庭则要注重
对孩子耐挫能力的培养。“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需要社会、学校
和家庭三方面共同的努力。要让
我们的下一代不但身体健康，心
里也充满阳光。”

王燕委员：“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呼吁学校为孩子们配齐心理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