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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全国两会上， 哪些议题关
注度最高，哪些民生举措老百姓
最关切？全国两会期间，湖南日

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三
湘都市报、 潇湘晨报联袂推出
《热点面对面》大型策划报道，邀
请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做客北京会客室，就大家关心的
热点话题展开精彩讨论。

《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唱响精准扶贫的时代之歌

代表委员：文艺芳华为人民绽放

全国人大代表、省文化厅厅长 李晖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省作协副主席 汤素兰
全国人大代表、张家界慈利县龙潭河镇党委书记 向平华

“好的文艺作品就是人
生好的导师。” 李晖认为，文
艺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力很
大，“好的作品肯定是能够鼓
舞一代人， 能够激励一代
人。”

汤素兰说：“很多人一定
都有这样的记忆，就是当我们
读一部好的作品的时候，一定
会记住里面的人物。比如说我
们小时候读过《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 我会把里面的一段段

话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人
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是紧要
处只有几步’。”

“一个好的作品可以激
发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奋发向上。” 向平华说，自
己是唱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
歌曲一路走来的， 生活工作
都充满着激情， 充满着正能
量。“植根于人民群众土壤的
作品最能震撼人， 最能激起
人们的正能量。”

春节期间，歌曲《不知该
怎么称呼你》 在网上持续走
红，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一首新歌， 几天时间唱红湘
西，唱响三湘大地，让千万人
所接受。

作为这首歌曲的“总导

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张文雄撰文寄语全省文艺
界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
根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创作根
本途径， 创作出更多有乡味、
有温度的扛鼎之作，让文艺的
芳华永远为人民绽放。

全国政协委员、知名金融专家
戴晓凤将提交《关于“两创平台”中
风险投资支持体系建设的建议》的
提案。

2015年，“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掀起热潮，来势迅猛。钻研金融
行业多年的戴晓凤从专业角度出
发， 冷静而理智地观察着其中利
弊。“创业创新，两个‘创’字，就决
定了二者都属于高风险活动。对于
创业与创新的金融支持，本质上是
一种高风险的投资，需要构架一个
具有风险补偿能力的风险投资体
系。”戴晓凤说。

戴晓凤所在的民盟湖南省委
组织了专门课题组。 通过调研，戴

晓凤了解到，湖南在“两创”平台建
设中金融支持体系的构建仍然是
以贷款为主。而贷款是一种债权投
资，即使在融资者经营困难或失败
的情况下， 都必须按期还本付息。
这意味着一旦创业创新失败，融资
者将背负一身的债务，这无异于雪
上加霜。

为此，她建议，建立大型科技
产业化项目的资本募集市场、小型
创新创业项目资本市场及风险投
资服务市场等分层地方资本市场。
同时， 政府以财政资本投资方式，
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发起基金，引
入市场化手段进行风险管理。

■记者 龚化

“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
纲领。对于面临产业升级和工业转
型的长株潭城市群而言，这是一个
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业、建设一流城
市群的大好机会。

“这一历史机遇下，长株潭
城市群的优势被放大。如果国家
在政策层面加以引导，联合武汉
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势必
将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高端制
造业的‘铁三角’。”全国政协委
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表
示。

经过长期调研，张大方委员发
现，三个城市群的装备制造业近年
来虽然取得较为牢靠的基础，并形

成了各自的特色。但各自仍存在着
高端产能不足、 核心技术薄弱、自
主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与德国工
业4.0目标和愿景相比， 差距仍然
较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在今年
的全国政协会议上， 张大方委员
准备了一份关于打造长江中游城
市群高端制造业“铁三角” 的提
案。他建议国家从体系力、标准化
等方面加大对三个城市群的高端
装备制造业的支持。 在三个城市
群设立若干“国家协同创新中
心”、设立“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
地”，促成三大城市群在高端装备
制造业上互通有无、齐头并进。

■记者 龚化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的活动要形成一种长效机
制。”李晖介绍，现在正在制
订湖南省文艺战线的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实施方案，
组织广泛的文艺工作者到
基层去采风。“给他们创造条
件，同时给他们交任务，对他
们有质和量的考核。”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
今年湖南省文化厅将实施
百千万的人才培养工程，
在“十三五”期间要送一百
名湖南省的文艺人才到高
等学府进行深造， 在基层
选拔一千名文艺工作骨干
进行培养， 省市县三级对
一万人次的基层广泛文化
工作者进行培训， 形成一
个百千万的人才培养工
程。“使创作的氛围， 包括
人才培养氛围越来越好，
希望在这个当中能够产生
出一些湖南的领军人物。”

第三个方面是推出各
种各样的平台，让文艺工作
者大显身手，比如说湖南艺
术节、“文华奖”、“芙蓉奖”、
“田汉奖”等评选活动。还有
“五个一工程奖” 的评比活
动，文艺作品能不能够很好
地抓住当代生活，能不能够
很好地体现人民性，它是一
个标杆。 ■记者 黄娟

为人民绽放的文艺才能
芬芳四溢，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能不能
搞出优秀的作品，最根本的决
定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春节期间一首《不知该怎
么称呼你》 火遍了大江南北，
这首接地气、有温度的歌曲生
动地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的感
人情景。

“这首歌是有故事的，词
作者和曲作者都深入到了十
八洞村， 和老百姓促膝谈心，
把细小而温馨的细节挖掘出
来。”李晖介绍，十八洞村只是
湖南省扶贫实践的一个缩影，
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
先是精神上的变化。老百姓写
在脸上的那种自信、 那种幸
福，是发自内心的快乐。“艺术
家在村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真
正和老百姓坐在一条凳子上
拉家常，与在办公室想象那是
完全不一样的。只有更多地到
人民群众当中去，体会到泥土
的芬芳， 觉察到最基层的声

音， 才能够写出最绚丽的作
品。”

“现在文艺界确实是有高
原缺高峰，主要是一些文艺作
品没有植根于人民，有的无病
呻吟， 有的可能严重脱离实
际。”李晖说，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是文艺家应该坚持
的准则。

汤素兰认为，文艺作品需
要植根于生活，表达人民的心
声，表达这一代人生存的这片
土地上的喜怒哀乐，表达人民
的诉求、愿望，表达人们奋斗
前进追求的梦想。“当我们在
看一部文艺作品的时候，同时
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声音，看到
了这个时代的历史，甚至看到
了这个时代向前去的方向，这
才是真正接地气的作品。”

“生活中有许多大爱无疆
的好故事。” 来自基层的向平
华希望文艺工作者，包括新闻
记者，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到人民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
喜闻乐见的好人好事写实、写
真，用真情实意创作出一件件
有温度的作品。

好的文艺作品能激励一代人

植根人民 创作接地气的作品

扎根人民的活动
将形成长效机制

构架风险管控体系引导创新创业

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
高端制造业“铁三角”

本期特邀嘉宾

3月4日，李晖(左二)、向平华（右一）和汤素兰（右二）做客”热点面对面”，就相关话题进行交流。 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