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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建说，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如今豫剧已成为中国第一大
地方戏剧种。全国现有专业豫剧院
团163个，民营院团2100多个，从业
人数达10万之众，豫剧戏迷遍布全
国。“可以说，豫剧是河南人的骄傲，
对中原传统文化的繁荣、传承、发展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进入新媒体传播时代后，李树
建在传统戏曲文化的推广和传播
上，积极主动拥抱互联网。他坦

言，今年春节以来，积极响应快手
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入驻的活动，3
月7日至今小视频点击总量1.9亿+
人次，获赞 232万+人次，评论 8.3
万+人次，粉丝数突破65万+人。“我
觉得点击量就像观众进剧场的人
数，获赞就是观众的掌声，进直播
间就是观众进剧场看戏，评论就是
过去我们在剧场发的问卷，只不过
戏迷从剧场走向了网络，而且互联
网的力量是巨大的。”

去年两会期间，张广东提出了
“关于进一步推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展”的提案，得到国家卫健委高度重
视。一年来，张广东继续围绕基层卫
生机构人才队伍、服务能力、建立紧
密型医联体等方面问题深入社区卫
生机构走访调研，破解难题，推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一场疫情让张广东深思熟虑，

也得到很多启示。“健康教育通过
有的放矢地普及健康知识、行为和
技能，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减少
健康危害因素，是预防控制疾病最
好的‘社会疫苗’。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是最贴近居民的健康‘守门
人’，不但要为居民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还要精准开展健康教育。”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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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互联网 助推文化传承

“我是豫剧的老兵，大半生中演了45年的戏，深知传统戏曲
领域有许多优质内容，但遗憾的是缺少优质传播。”昨日，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说。他最关心的是“老戏曲新传
播——如何借助互联网，继承、挖掘、弘扬传统文化”问题。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闯

在“戏曲+互联网”快速发展的
同时，他在基层调研过程中针对
“戏曲+互联网”发展的现状，提出
以下建议：

结合戏曲进乡村、戏曲进校园
等活动，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互
联网+传统戏曲”工作实施意见，制
定传统戏曲文化互联网传播行为
准则，聚焦传统戏曲文化的精髓和
内涵。

建议通过政府补贴等形式，加
强传统戏曲在网络音视频平台的
推广和传播，促进“互联网+传统戏
曲”未来的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主管部门应出台激励措
施，强化对网络戏曲传播者的教
育、培训和引导，让广大互联网戏
曲传播者不仅要掌握新媒体的技
术，更要提高艺术审美境界，不断
探索弘扬传统戏曲文化的新途径。

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推动建
立网络青年戏曲节和网络民间艺
术节，切实为戏曲的传承和年轻人
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年轻人和戏
曲通过这样属于自己的青年盛会，
真正走向戏曲，走进传统戏曲文
化。鼓励更多更好的原创戏曲剧
目通过互联网传播更多的正能量。

推广河南传统戏曲文化，积极拥抱互联网

让“戏曲+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

健康教育是防病最好“社会疫苗”

作为最贴近居民的健康“守门
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何精准开
展健康教育？

张广东建议，要保证实施健康教
育与促进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科
学性，筑牢“健康守门人”开展辖区居
民的健康教育、传播健康素养知识的
主渠道作用；强化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护人员、签约医生团队、乡村医
生的业务培训力度，提升科学开展健
康教育的业务能力和技能；将健康教
育纳入临床路径，医护人员适时对病
人和家属精准传播健康素养知识、指
导行为方式，促进医院由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同时，结合辖区居民实际健康

需求，开发多图简字、通俗易懂、趣
味性强的文艺节目和传播材料，让
居民易学易记、可操作，将人文关
怀融入服务全过程，营造浓郁的全
社会健康氛围。

张广东还建议，将健康教育与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度融合，纳入
健康管理；充分发挥健康教育专业机
构优势，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健康
教育工作的过程评价；进一步改善考
核办法、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将健康
教育工作的考核结果与绩效、晋升等
挂钩，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主
动、科学精准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打
通提升公民健康素养“最后一公里”，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精准开展健康教育

打通提升公民健康素养“最后一公里”

做好“三个统筹”，让水更绿、
山更青、民更富

“关键是做到环保与吃饭、治理与
发展之间的两难平衡。政策投入是保
障，农业农村是基础，人才科技是关
键。”谈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张改平观点鲜明。在他看来，要
实现这一国家战略，让水更绿、山更青、
民更富，应当努力做好三个统筹。

统筹推进生态补偿投入和生态产
业布局，要输血也要造血。建议国家建
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以及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体系，给
为生态保护作出牺牲的沿黄九省区输
血。同时，从国家产业政策层面加强宏
观调控，引导附加值高、就业岗位多、生
态效益好的生态产业沿黄布局，加快实
现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将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统筹推进传统农牧区优先和整体

高质量发展，要建设重大工程，也要变
革生产方式。建议由中央财政支持，一
方面在生态功能重要、自身财力薄弱的
沿黄传统农牧区，统筹实施一批农业农
村基础设施、生态旅游基础设施等重大
建设工程；另一方面推进农业生产方式
变革，提升农业智能化、集约化、机械化
水平。

统筹提升人才科技水平和自我发
展能力，要打造人才科技共同体，也要

布局国家一流学科专业。建议国家支
持沿黄九省区高校布局一批支撑流域
综合治理和生态安全、粮食安全、食品
安全等领域的国家一流学科专业，培养
大批高水平专业人才，持续提升相关领
域的科技创新和推广服务能力，支撑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
家战略落地实施。

设置中原农林研究生院，培
养更多农林人才

河南是国家实现乡村振兴和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
的前沿阵地，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强
省目标，需要大批农林学科高层次人才
支撑。

当前河南省农林人才总体供给不
足，尤其是研究生学历以上的高层次
人才相对匮乏，急需国家层面的支持。

张改平建议，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
河南设置中原农林专业研究生院，协
同全省优势培养资源，持续扩大培养
规模。通过搭建全省涉农高校、科研
机构共同参与的高层次人才协同培养
平台，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培养
更多更好的高层次农林人才，为河南
省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人才
支撑。

■两会访谈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建议在豫设置中原农林专业研究生院
肩负着人民的嘱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张改平赴京参加全国两会一共准备了5项提案。除了一直关
注的教育话题，他将目光聚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国家战
略，建言资政、为民发声。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给国人平稳有序的生活工作
踩了急刹车，让大家深刻地认识到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今年两
会，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广东把目光聚焦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何精准开展健康教育”的问题上。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