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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有 21 天下鄉指導講課

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對於已經連續擔任三屆政協委員的安徽省政協常委、台盟安徽省總支主委、安徽省台聯會長陳清海來說，

民生是他最關注和關心的領域，也是他加入政協以來每年都會提交提案的話題。十餘年來，通過扎實調研，陳清海曾先後就百姓養老、居民

住房、霧霾治理、包裝材料污染等多個民生問題提交提案，且不少提案建議極具前瞻性，被當地政府採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專訪時，陳清海表示，對他來說，加入政協不僅是份榮譽，更多的是一份責任，政協委員亦有責任提醒政府，時刻不忘為民謀利、為民解憂

的最基本責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趙臣 安徽報道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又擔任安徽省台盟
主委，陳清海不僅要將大量的精力放

在台盟的集體提案上，助力台盟委員合力提
交高質量提案，同時，對自己關注的民生問
題也不會鬆懈。陳清海表示，今年他帶着關
於推廣「時間銀行」養老模式的提案參加政
協會議，希望通過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助
力中國養老事業健康發展。

推廣「時間銀行」緩養老難題
陳清海連續多年在養老方面提出不同提
案。採訪中，陳清海介紹，我國經濟發展在
沒有完全富起來的情況下，就突然進入老年
社會，全國都面臨着養老等一系列的社會問
題。陳清海介紹，面對日益龐大的老年群
體，尤其是空巢老人群體，以子女照顧為
基礎的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 ，現代
社會的養老服務提供開始向家庭外部延
伸 ，既能滿足老年人在家養老願望，又能
提供社會化養老服務的居家養老模式，受到

越來越多老年人的歡迎。「時間銀行」倡導
志願者將參與公益服務的時間存進「時間銀
行」，當自己需要時就可以從中支取「被服
務時間」。陳清海表示，這種新型的互助養
老模式是來自西方的概念，我國也有部分地
區在試行，希望這種模式可以在安徽推廣。
陳清海在深入調研中發現，我國養老產業

近年來的發展超乎尋常的快，社會資本的不
斷介入也讓養老產業成為熱門，但政府應當
承擔起自己的養老責任，例如五保戶、失獨
老人、烈士家屬等群體，政府應當承擔起這
部分人最基礎的養老責任，而非直接依靠社
會資本。「社會資本是需要盈利的，並不是
所有老人都能擔負這樣的養老開支，對於這
樣的群體，政府應按照行政區域劃分建設基
礎養老院，保障該類老年群體最基本的養老
需求。」陳清海表示，政府一旦忘了自己的
責任，社會資本會肆無忌憚地進來，並會歪
曲養老事業最初的意義。讓陳清海感到欣慰
的是，近年來全國不少政協委員都在堅持呼

籲改善養老問題，提出諸多改善建議，政府
對此也很重視。他表示，養老將是他持續關
注的方向，後續他會繼續提出更多有參考意
見的提案。

倡推進新建住房全裝修
自2008年任安徽省政協委員至今，陳清

海提了很多提案。「案提太多，有一些已經
記不清了，但是自己提案的總體脈絡都是一
致的，針對關注的問題，通過不斷調研，不
斷細化和完善，最終提出可行性高的建
議。」陳清海亦表示，在這十餘年時間裡，
整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自己的想法也
在隨着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可能此前提出的
提案隨着時間推移不太適合當下實事，便會
不斷修正，同時，隨着社會的發展，相同的
方向，自己關注的重點也會不同，作為政協
委員，應當提出與時俱進的提案。此前，一
直關注居民住房問題的陳清海，就提出「應
大力推進新建住房全裝修」的提案。他介

紹，隨着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
進，房屋二次裝修帶來資源浪
費嚴重、房屋結構容易遭到破
壞、裝修質量難以保證等諸多
問題，商品房全裝修則可以帶
來建立全面的質量控制體系、
鼓勵建材、傢具企業與建設開
發企業合作，建立新型銷售體
系等優勢，同時還能推進智能
化、綠色建築發展等。
任職政協委員的同時，陳清

海更親身感受到政協十多年來
在建言獻策、履職盡責過程中
的變化。「現在政協更注重實
際效果，提案不求數量多少，要求重在質
量，近年來各政協委員的提案質量明顯提
升，並且今年安徽省政協還鼓勵集體提案，
各政協委員發揮特長形成合力集體發聲，會
有更好的效果。」陳清海坦言，台盟與其他
黨派相比，由於受到地域的限制，其盟員在

發展過程中十分受限，因此該界別政協委員
就更注重提案的質量。「通過本界別政協委
員在會前的扎實調研，今年台盟共提出8份
集體提案，台聯也提交了5份集體提案，除
涉及助力皖台交流發展建議，還包括民生、
經濟發展等方面。」陳清海說。

陳清海於2003年開始擔任安徽省台聯會長，
2010年任台盟安徽省總支主委，其間，他不僅擔任

安徽省政協委員，同時還是台灣省代表團的全國人
大代表。十餘年來，陳清海親歷並見證着兩岸關係

的發展與變化，更在為台灣民眾
真誠服務的過程中收穫他們的認
可與信任。採訪中，陳清海告訴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從1979年前的兩岸互不來往，到
此後的台商西進，兩岸往來頻
繁，再到現如今越來越多的台灣
民眾看好大陸發展前景，希望到
大陸發展，他深刻感受到，唯有
和平發展，才能造福兩岸人民。

台商從排斥到認可
陳清海總結自己在台盟、台聯

的工作是服務台胞、台商，當他

們在大陸遇到困難時，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並助力他
們在大陸發展好。然而，即便是作為服務者，陳清
海也經歷了從被排斥到認可再到完全接受的階段。
讓陳清海印象深刻的是，在他擔任全國人大代表
時，每年台灣省代表團都會到東莞、昆山等台商集
聚的地方與台商進行溝通交流，聽取他們的困難和
建議。「最初，台商們對我們台灣省代表團都很排
斥，並且不願接受這樣的稱謂，開座談會的時候，
十分抵觸地稱我們為『各位長官』。」陳清海說，
他們認為我們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後來，我們通過
提案、議案等為台商真正解決了實際問題，特別是
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國家也正在調整經濟政策，
嚴格執行勞動合同法等，台商受到很大衝擊，我們
通過了解情況後，向中央政府反饋了情況，建議調
整相關政策，為台商減緩了疊加效應的力度。「後
來，台商們開始習慣台灣省代表團的稱呼，十分歡

迎並願意參加我們的座談會，也會稱呼我們為『各
位代表』。」
與此同時，陳清海還感受到了來自台胞對大陸文

化的認同。安徽省台盟近年來多次組織台灣高等院
校大學生等赴大陸參觀交流，陳清海也看到越來越
多的年輕人希望以後能到大陸工作和發展。「不僅
是在大陸生活的台胞，此前一直在大陸發展的台商
更在文化認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陳清海介紹，
最初台商來大陸投資建廠時，希望當地政府能夠提
供政策的優惠，而他們通常是一個人過來，即便子
女在大陸上學，也希望子女上台商自建的學校，而
現如今，大部分台商的家人會跟隨到大陸定居，同
時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夠上當地的學校，接受當地的
教育。「這樣的過程就是在不斷爭取台灣的民心，
這就是最真實的兩岸不斷心靈契合的過程。」陳清
海感歎。

陳清海：民生為本民生為本久久為功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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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農技推廣最後一公里打通農技推廣最後一公里
在中國「蔬菜之鄉」壽光，有着「家家都有研究

所，個個都是技術員」的說法，而山東省政協委員、

壽光市農業農村局農藝師劉春香則被公認為「最受農

戶歡迎的農藝師」。劉春香幾乎每天都到田間地頭，

在大棚中與農戶進行面對面的現場交流指導。同時，

她還通過視頻坐診、熱線電話、微信、微信群、小程

序等多種新形式、新手段為農戶進行答疑解惑，解決

生產中遇到的棘手問題。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劉春香說：「以前作為農藝師，主要
工作是農業技術推廣，為農戶提供

各類技術服務，進行技術指導。現在作
為政協委員，在工作中也要擔當起農民
和政府之間紐帶的作用，提出促進農
業、農村發展的想法和建議。」

建立人才體系助力農技推廣
去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

時指出，鄉村振興，人才是關鍵。要積
極培養本土人才，鼓勵外出能人返鄉創

業，鼓勵大學生村官扎
根基層，為鄉村振興提
供人才保障。
在此前舉行的山東兩

會上，劉春香建議政府
建立農業人才支撐體
系，推廣農技知識，為
農業生產「保駕護
航」。她認為，推動科
技創新步伐，尤其是加
快科技成果轉化能力，
讓科研成果成為改變農
民生產生活方式的實用
技術尤為重要。
作為農業從業人員，

工作21年來，劉春香每
天都在和農民打交道，
深知科學技術在農業生
產中的重要性，也愈發
感受到農技推廣的「最
後一公里」並不通暢。
農戶往往找不到好的技
術，好的技術也推廣不

到農民手裡。在她看來，這是一個難
點，更是一個痛點。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壽光蔬菜已經

成為國內知名品牌，也成為當地的金字
招牌。」劉春香說，「但是在實際的農
業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從業者素質偏
低、老齡化加劇的現象。農戶多年來摸
爬滾打總結出來了很多寶貴經驗，也存
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問題，無法得
到較好的推廣。」
為此，劉春香有針對性地提出構建農

技推廣服務聯盟、加強農技推廣人才培
養培訓、完善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平台、
建立農民常態化培訓機制等四條對策措
施，希望以此推動整個基層農技推廣體
系重構，讓農業科技知識真正活起來、
用起來。

培育職業農民高效生產
劉春香認為，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

轉型的進程中，通過激發農民創造力提
升農業農村生產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
勢在必行。
農業要插上科技的翅膀，職業農民

培訓是關鍵一環。據劉春香介紹，截
至2018年底，山東累計培育新型職業
農民14萬人，認定4萬人。劉春香建
議政府建立更為靈活的培訓制度和有
針對性的經營主體身份認證機制，增
強農民的參與感和認同感。
「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沒有農民
的切實參與，一切都是空談。」劉春香
說。為提高農戶種植技術水平，劉春香
經常參與舉辦各類農業技術培訓班，為
壽光市及來自甘肅、陝西、河南、北
京、江蘇等地的農戶進行技術培訓，講
解蔬菜安全高效生產技術，聽課人員達
到10萬人次。另外，劉春香還為濰坊市
內的各縣市區進行新型職業農民培訓，
讓農戶掌握更多的農業技術知識及標準
化生產知識。
在劉春香看來，掌握最新農業技術知
識是新型農民的基本要求，新思維、新
觀念以及創新精神才是新型農民的核心
素養。
劉春香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說：「當前農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種
植，更要看市場的需求和價格的變動。
同時，消費者對農產品的安全問題也越
來越關注。這需要我們在源頭上就要有
更明確的市場意識，種什麼、怎麼種、
怎麼銷、怎樣獲得最大的收益，這些都
是農民要考慮的問題。」
令劉春香欣慰的是，有些大學生看到

了農村蘊含的機遇，開始返鄉創業。
「他們生在農村，了解農村的情況。學
在城市，掌握市場的需求。有幹勁、有
頭腦，未來將是改變農村的重要力
量。」劉春香說。

1998年，從山東農業大學畢業的劉春香回
到壽光老家，從農業局基層幹起，一幹就是
21年。21年間，劉春香跑遍壽光所有的村
落，幾乎鑽遍了所有的蔬菜大棚。無論是在四
十攝氏度下的蔬菜日光溫室裡面，還是在嚴寒
的田間地頭，都留下了劉春香的身影。
有人開玩笑說「壽光百分之九十的農戶認

識劉春香」。「最受農戶歡迎的農藝師」、
「最具親和力農藝師」這些都是常年和劉春香
打交道的農戶們送給她的榮譽。
農藝師主要負責的是農業技術推廣，為農

戶提供各類技術服務，進行技術指導。需要經
常到田間地頭，在大棚中與農戶進行面對面的
現場交流指導。通過現場觀察了解及診斷，為
農戶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技術管理措施，有
效地減少了農戶損失，增加作物產量，做到增
產增收。
劉春香粗略統計，她年均現場指導農戶約

2,000人次。
劉春香的手機上有一個記事本，記錄了她

每天的工作流程。香港文匯報記者翻閱該記事
本，發現3月份的31天中，劉春香有21天去
到基層進行調研、指導、講課。
在2月22日的簡短記述中，劉春香詳細寫

道：上午政協開會，集成示範區，飲馬，於家
堯河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調研，仙霞。下午田柳

丁家農戶講解，北三里絲瓜棚指導，晚上青州
講課。
短短一天時間，劉春香早出晚歸輾轉多

地，令人肅然起敬。
劉春香說：「農藝師是我的本職工作，政

協委員更有沉甸甸的責任。作為一名技術人
員，積極投身到技術推廣工作中、工作扎實、
業務過硬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作為政協委
員，到基層調研、傾聽社情民意、服務社會這
也是天然的義務。我的願望就是一如既往地為
農戶搞好服務。」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過程中，劉春

香多次接到農民打來的諮詢電話。根據簡單描
述，劉春香就能準確判斷該農戶遇到的問題，
並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
「我的手機24小時開機，無論是誰，都能
打通，有問題找劉春香就行。」劉春香笑道。
劉春香有很多農技諮詢QQ群，只要她一出

現，就有很多農戶紛紛發來問候和問題。目
前，劉春香也開始通過各類新方式為農戶提供
技術服務，視頻坐診、熱線電話、手機App、
微信、微信群及小程序……
下一步，劉春香計劃開設一個微信公眾

號，在提供當季農業知識、信息和解疑答惑
的同時，整理發佈多年來積累的文章和研究
成果。

■■陳清海陳清海（（前排中前排中））在安徽省和縣台灣農民創業園內在安徽省和縣台灣農民創業園內
調研調研。。 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香港文匯報安徽傳真

■■陳清海陳清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香港文匯報記者趙臣攝攝

■■劉春香到農戶大棚進行現場指導劉春香到農戶大棚進行現場指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攝

■■劉春香劉春香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