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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往春天的

2021全国两会特别报道·好声音

郑州全媒体全国两会
报道团队

按照大会日程，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举行
小组会议，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审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与会代表立足河南人口大
省和粮食生产大省的实际，围绕
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
村振兴步伐、扛稳粮食安全、实
现高质量发展以及青年创业创
新等社会关切的问题踊跃发言，
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大家认为，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必须抓好防止返贫动
态监测和帮扶机制落实，巩固

“两不愁三保障”成果，促进脱贫
人口稳定就业，支持脱贫地区乡
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做好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强化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监督，接续推进脱贫
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不仅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还要做好同乡村振兴的有
效衔接，要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
常态化帮扶机制，做好工作衔接、
政策衔接和机构队伍衔接。乡村
振兴要发挥好在外务工能人返乡
创业、带头干事的积极作用，地方
政府要做好相关组织、引导工作。

要坚持河南农业大省的基
本定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农业
在全省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不能
变。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稳步提升粮食产能，牢牢扛稳粮
食安全重任。同时，要抓住粮食
核心竞争力，围绕“粮头食尾、农
头工尾”做好农产品精深加工文
章，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着力提升农业现
代化水平，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积极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

全国人大代表金不换：

保证每个村庄每年至少能看一场大戏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上，由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鹤

壁市豫剧牛派艺术研究院演员金不换扮演的豫剧牛派艺术经典
形象“芝麻官”再次登上舞台，诠释豫剧魅力。金不换说，要增强
文化自信，认真继承文化遗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多姿多
彩的软实力。郑州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谈及“十三五”戏曲的发展，
金不换用春晚节目的名称——
“盛世百花园”来形容。金不换
认为，中国戏曲精品力作不断
出现，戏曲人才竞相涌现，实现
了快速高质量发展。在“百花
园”中，各剧种在新时代的春风
吹拂下，竞相绽放、姹紫嫣红。
作为戏曲人，要增强文化自信，
认真继承文化遗产，传承好、发
扬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
添多姿多彩的软实力。

作为文化领域的人大代
表，金不换的关注焦点对准了
乡村文化建设。他认为，戏曲

文化是高度综合的中华民族
艺术瑰宝，乡村振兴离不开优
质的文化产品。现在不少村
庄硬件跟上了，戏台建起来
了，但整体上还缺少好的戏曲
剧目、好的文化娱乐项目。文
化工作者应该到农村体验生
活，扎根基层、挖掘基层党员
事迹，创作真实的人物，让专
业院团把积极向上、正能量的
优秀剧目带到农村市场，最少
保证每个村庄每年能看上一
场大戏，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
感，让古老的戏曲事业更好地
服务乡村振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守好“粮袋子”

全国人大代表 李灵

■两会日记
3月7日 星期日 晴

做好家教 赢得未来
家庭是孩子的最长课堂

全国政协委员 梁留科

全国政协委员张广东：

加快建立租购
并举住房制度

张广东说，近年来，全国多
个城市陆续开展租赁试点工
作，住房租赁市场快速发展，在
解决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居
住、教育、医疗等问题，拉动住
房消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多部门
联合、市县联动的住房租赁管
理机制初步形成。但是，仍存
在住房租赁相关制度不够成熟
完善、市场下行压力不断增大
以及租赁房供应不足供需不匹
配、“租购同权”全面落实存在
障碍等亟须解决的问题。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租购并
举住房制度的建立涉及住建、公
安、国土等众多部门。张广东认
为，要建立涵盖各相关部门的统
一领导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对接

和信息互通，确保各部门出台的
住房租赁相关政策相互衔接。

张广东还建议，加快推进
政策性租赁住房建设，利用新
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制度变
革的有利条件，根据各地实际
确定公租房与市场供给房屋
的比例及目标完成期限。整
合存量资源，加快形成有效供
给，引导机构化、规模化的住
房租赁企业，对棚改安置房、
居民闲置房源等进行整合改
造、有序入市。同时，加快住
房租赁公共管理服务平台建
设，强化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
板，推动《房屋租赁条例》加快
出台，为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
市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住房
制度提供法律支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加快推进政策性租赁住
房建设；对棚改安置房、居民闲置房源等进行整合改造、有序入
市……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张广东建议，要加快
建立租购并举住房制度。 郑州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养不教，父之过。”人们自古
以来就意识到不正确教养和引导
孩子是父母的过错。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机制。下午的小组会议，
很多人谈及孩子的家教问题。是
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
重要，对家庭和国家意义重大。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和始终
老师，孩子透过父母认识世界，
形成三观，同时也通过父母中的
他而认识自己。教育和引导孩
子是父母的责任与义务，父母要
有乐意接受并承担教养的使命。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和最长
课堂，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人都离
不开家庭。父母的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对子女都有着言传身教、
陶冶习染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家教是孩子的第一和终身
教育，是孩子一生中一切教育的
起点和原点，也是孩子认识世界
的起点。从一个人接受教育的
过程来看，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接
受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
教育。家教的关键是家长，孩子
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大都是
在家庭教育中形成的。因为血
缘和情感关系，孩子最开始是依
赖父母抚养，所以父母的观念易
于被孩子接受。每个家庭都有
不尽相同的家教方式。科学的
家教既要因人而异，更要因材施
教。合理的家庭教育是把品德
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基石，把劳
动教育和实践教育当做家庭教
育的“好教材”，把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作为家教的核心内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