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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人了解湖南，擦亮湖湘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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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
会是消费者的娘家人。”
走上“委员通道”，省政
协委员、 湖南省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兼秘书长吴卫向广大消
费者亲切“喊话”，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主
责主业就是解决好消费
者的急难愁盼问题。

近年来，网购、直播等消费方式越来越多样，
各类消费平台层出不穷， 消费者面临更加复杂
的消费维权环境。吴卫介绍，在履职过程中，她立
足自身岗位的主责主业， 着力探索消费纠纷快
速解决机制， 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建立了
“两站一基地”的多元共治消费维权体系。两站，
指与消费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协会设立消费者
投诉站， 重点商超大型商业服务企业设立消费
维权服务站。一基地，则是在具备商品服务、消费
维权专业知识的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设
立消费教育基地，实现消费维权关口前移。“两站
一基地”的建设让消费者知晓，遇到纠纷有地方
找，解决纠纷就找“娘家人”。

消费权益无小事，一针一线皆民生。吴卫表
示，作为从事消费维权的政协委员，将当好为民
服务的践行者，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提振消费的
守护者。

“45.85万。” 走上
“委员通道”,省政协委
员、湖南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学院教授梁婕
分享了一个数字。这是
这个冬天官方监测到
洞庭湖区域越冬候鸟
的数量，创下历史同期
最高纪录。

“这个数字来之不易。”梁婕介绍，自己所在
的湖南大学研究团队长期跟踪研究发现，受干旱
影响，洞庭湖越冬水鸟的数量、群落组成和分布
发生了明显变化。 环资界委员们通过实地调研，
提出加强干旱条件下洞庭湖水鸟栖息地保护与
修复的提案， 得到省林业局等部门高度重视，并
因地制宜在洞庭湖多个区域开展常态化鸟类栖
息地保护。

梁婕举例说，湘阴横岭湖自然保护区根据不
同水鸟的栖息特点，把每小块湿地的水深设置成
不同高度，“越来越多候鸟‘听说’这里有量身定
制的梯级湿地，都把过冬的家园放在这里”。

“2024年， 我所在的环资界委员共提交了17
件提案，均得到相关部门办理，较好助推了有关
工作。”梁婕表示，今年，环资界委员带来了关于
强化新污染物治理、 筑牢人民健康防线的提案，

“期待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吴卫委员：解决消费纠纷就找“娘家人” 梁婕委员：为候鸟“量身定制”过冬家园

“几年来，我利用委
员工作室广泛联系各界
群众。” 在 “委员通道”
上，省政协委员、湖南兰
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分
享了自己在履职过程
中， 发挥委员工作室作
用， 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的故事。

民生无小事。汤国华介绍，几年来，他利用
工作室广泛联系群众， 解决了群众身边的堵车
问题、 电力不稳问题以及居民区自来水水压低
等问题。

有群众建议，进一步加强长沙市中小学安全
教育。“安全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社会各界都应
倾力支持。” 汤国华先后赴北京、 深圳和日本调
研、了解中小学安全教育的做法。在长沙市应急
管理局、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湘江新区等相关
部门支持下，汤国华在长沙市河西汽车城投资建
成占地1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公共安全体验馆，可
以开展消防知识、公共安全、交通安全、应急救援
等20多个体验项目。去年已接纳12万名中小学生
参观，今年预计有20万中小学生体验受益。

汤国华表示，未来，委员工作室将在广泛联
系群众、 推动民生实事落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
作用。

汤国华委员：
委员工作室是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平台

如何让传统戏曲与
时俱进 ， 历久弥新？在

“委员通道”上，省政协委
员、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戏
剧学院院长蔡霞介绍了

“科技+演艺”的探索与实
践经验。

“科技融合这条路走
对了。” 蔡霞回忆起前不
久举办的“爱上花鼓·爱上长沙”情景音乐会。演出
不仅有“刘海哥”穿越到现代的长沙网红景点，喝茶
颜悦色，尝现代美食，还运用AI技术复原了已故艺
术家杨冬冬的声音样貌，与现场的歌唱家进行跨时
空对话。不少外国留学生观众上台即兴学习花鼓戏
的“打花舌”，年轻人成了传统戏曲的“迷弟迷妹”。

蔡霞认为，文艺创作应走出教室，走到观众身
边。跨界情景剧《喜相逢》、原创民乐作品音乐会《湖
湘新韵》、红色题材音乐剧《我辈青春》等剧目走向
了乡村、高校、企业、工地舞台，让地方戏曲特色与
湖南文旅充分融合。

作为一名文艺界别的政协委员，蔡霞去年提交
了关于借科技之力助推湖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提
案，接下来还将重点打造跨界音乐剧《浏阳河弯过
了几道弯》等项目，让传统文化在大众心中生根发
芽、代代相传，持续擦亮湖湘文化品牌。

蔡霞委员：年轻观众成了传统戏曲的“迷弟迷妹”

“通过政协委员履
职， 有机会走进三湘四
水， 我对湖南越来越熟
悉， 也见证湖南在澳门

‘火’起来了。”面对媒体
记者，省政协委员、澳门
汇能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丹娜用“荣光”

“收获”“责任” 三个词表
达了她作为省政协港澳委员的履职感受。

世界闻名的工程机械， 株洲制造的中国高铁，
张家界、凤凰的秀美山水，好看的电视节目和网红
湘菜、奶茶等等，都在澳门“出了圈”。“家乡的变化让
越来越多的澳门朋友通过我了解湖南，想来湖南旅
游和发展，‘湘妹子’成为了我骄傲的身份认同。”作
为在长沙出生的澳门委员，张丹娜深感荣光。

去年9月， 香港湖南省政协委员联谊总会、湖
南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先后成立。 张丹娜担任
湖南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秘书长， 促进两地交
流， 并与港澳委员们积极助推湖南与港澳加深中
医药交流合作， 见证了湘赣粤港澳中医药全产业
链协同发展联盟从播种创立、 生根发芽到开花结
果，收获颇多。

张丹娜表示，自己一直以当好“一国两制”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责任担当， 多次参与组织
港澳青少年到湖南学习交流等活动。 未来将更加
认真履职、积极建言，为湘港澳交流合作贡献更多
力量。

张丹娜委员：湖南在澳门“火”出了圈

“湖南具有丰富
的中医药文化底蕴。”
在“委员通道”上，省
政协委员、 湖南省中
医药研究院科技处处
长匡建军介绍， 上世
纪70年代， 随着马王
堆汉墓同时出土的还
有《五十二病方》和
《导引图》等医书。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几代科技
工作者、 专家学者对马王堆医学进行了研究、整
理、挖掘，研究出一系列产品，有力助推了相关产
业发展。

作为省政协委员，匡建军落实“1453”履职总
要求，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医院、中药材种植
基地以及行业管理部门、 政府部门进行充分调
研，提出关于建设湖南中医药研发中心的提案。

匡建军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思路。 他建议，由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牵头， 协同高校、 企业、医
院，以及行业管理部门和政府部门等，联合共建
集产学研政于一体、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多
技术集成的研发平台，推动新药研发、成果转化
等，助推湖南中医药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让更多人了解中医药、信赖中医药、使用中
医药，把‘中医药文化+’建设成让世人认识湖南、
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及亮丽名片。” 匡建军满怀
期待。

匡建军委员：
“中医药文化+”让世人认识湖南、了解中国

1月13日上午，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开启，吴卫、汤国
华、蔡霞、张丹娜、梁婕、匡建军等6位省政协委员接受媒体采访，从消费环境、
安全教育、传统文化创新、港澳文化交流、生态环境保护、中医药文化等方面，
结合各自履职实际，回应热点关切。■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笑雪 黄炜信 胡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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