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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又恰逢两
会盛事。

永恒的雷锋精神，在这个春天里，再
次激发着人们内心深处向上向善的力
量，也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学习雷锋精
神， 就要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
追求融入日常的工作生活， 在自己岗位
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一点，
在广大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身上体现得最
为淋漓尽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记者采访了 4
位在湘全国人大代表、 住湘全国政协委
员，请他们共话新时代雷锋精神。

杨尚真代表：
“肩上有担当，脚下有泥土，心中

有患者”
2021 年 1 月， 有一位辽宁患者从新

闻报道中看到全国人大代表、 怀化市中
医院副院长杨尚真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
的新闻，不远千里前来湖南求医。 这位素
不相识的患者打电话到医院， 问到了杨
尚真的电话，和他联系上了。 患者到达湖
南的那天，杨尚真正好在长沙开会。 “患
者抱病跨越大半个中国不容易， 不能让
他跑冤枉路。 ”杨尚真惦记着这位患者，
在开会的宾馆里现场义诊， 为患者把脉
开药，未取分文。

这样的“活雷锋”，杨尚真不止当一回。
“肩上有担当，脚下有泥土，心中有患者”，这
是作为人大代表和医者杨尚真的自我要求。

除了义诊，患者打电话、发微信向他
求助，杨尚真都耐心答复。 这对于身兼多
职的杨尚真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 但这些琐碎、重复、没有回报的付出，
他一直默默坚持。

“雷锋精神既是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时代的核心价值。 ”谈到新时代雷锋精
神，杨尚真用了 3 个关键词：仁爱、勤劳、
奉献。 践行雷锋精神和劳模精神，已经内
化为他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

黄小玲代表：
钉子的“钻劲”和永不满足的“创

新劲”，是雷锋精神和劳模精神的共
同内涵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谈
及雷锋精神，全国人大代表、株洲醴陵市
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艺术
总监）黄小玲脑海中首先蹦出这句话。 她
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 30 多年坚守的
事业———陶瓷艺术。

黄小玲从小是个 “瓷痴”，16 岁那年
便入行学习釉下五彩瓷技艺。 2000 年 ，
黄小玲在上海汉光瓷器工作， 看到师傅
们创作的釉下五彩瓷通过一道道熟悉的
工艺制作成型， 并在大型展览上引起轰
动，她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家乡，
复兴瓷艺。 ”

回到醴陵自己创业后， 黄小玲成了

“工作狂”。 凌晨 5 点拿起画笔开始创作、
早上 7 点半守着出窑、 下午指导学生练
习、晚上坚持画到 12 点……这样的坚持
没有白费， 她创作的瓷板屏风 《四季同
春》被人民大会堂永久收藏。

在全国妇女“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
组和中国残联的指导下， 黄小玲创立了
全国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 （醴泉窑基
地）和中国残疾人醴陵陶瓷艺术研究所，
为女大学生和残疾人艺术家免费培训陶
瓷技艺。

“钉子的‘钻劲’和永不满足的‘创新
劲’，是让一门手艺永不失色的‘秘诀’。 ”
黄小玲认为， 这也是雷锋精神和劳模精
神的共同内涵所在。

唐纯玉代表：
“新时代的‘雷锋’既需要辛勤付

出，更要创造性劳动”
在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时代阳光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唐纯玉看来 ，
跟雷锋形象最贴切的便是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无数奔跑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科研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他们无私奉献 、助人为乐 、舍身忘
我。 如果不是这些‘活雷锋’，就没有我们
今天平安和谐的大好局面。 ”唐纯玉感慨
地说。 疫情期间， 她用实际行动向这些
“活雷锋”看齐。 第一时间带领员工将公
司库存的 2 万多件藿香正气水发往全国
各地，同时启动防疫药品和物资生产，助
力疫情防控。

“新时代的‘雷锋’既需要辛勤付出，
更要创造性劳动。 ”谈及新时代的雷锋精
神，唐纯玉有自己的理解。

近年来， 唐纯玉除了带领团队致力
于科研攻关， 还组织永州市药学会及企
业科研人员开展中药材种植科技活动 ，
为农民进行现场技术指导， 帮助他们在
家门口打工。

“作为中医药产业的一名代表，我深
知发扬雷锋精神任重道远。 ”唐纯玉真诚
地说。

徐自强委员：
学雷锋不用说“高大上”的话，做

好本职工作，就是践行雷锋精神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58 岁的徐

自强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 主动向医院
党委请战加入救治组。

全国政协委员、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急诊科主任徐自强告诉记者， 由于急
诊科有很多病人，为了确保疫情不扩散，
就要对一些突发病人紧急会诊，“我是急
诊科主任， 又是医院新冠肺炎专家救治
组组长，必须带头会诊。 ”

当时，徐自强坚持住在医院。 从除夕
到初二的 3 天、72 小时里，他带领急诊科
团队 ，收治了 1017 名患者 ，只在除夕夜
里短暂回家歇息了 4 小时。

“医生这个行业， 就是为人民服务
的。 ”谈到践行雷锋精神，徐自强说，学雷
锋不用说高大上的话，对医生来说，就是
做好本职工作，为病人服务。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雷昕

【人物素描】
袁爱平，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

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履职故事】
作为执业律师， 如何更好地与本职

工作结合，惠利更多民众，是袁爱平一直
思考的事。

“2018 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
的履职主要是围绕帮助中小企业化解金
融风险和资本市场融资， 助推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开展工作。 ” 袁爱平告诉记
者，当律师的先天优势，能帮助他站在一
个比较宏观政策和法律法规的角度看问
题， 从而更好地发现中小企业发展中的
问题，向党和国家建言献策。

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的长期
执业过程中，袁爱平发现 ，融资难、融资
贵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 。
2018 年、2019 年履职期间， 袁爱平就重
点关注民间借贷高利率问题。 “国家一直
推动利率下行， 银行的基准利率为四点
几， 但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还刚性固定
为 24%，高达银行基准利率六倍。 政策的
不合理无形中推高了市场利率， 加重了
企业负担，导致‘影子银行’、黑社会高利
贷等民间借贷乱象问题频发。 ”袁爱平介

绍。
长期从事法律实践工作， 让袁爱平

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机制不合理。 他
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提案， 建议修改
最高司法解释，降低刚性利率。 这一提案
很快得到最高法院认可。 最终提案通过，
最高司法解释的刚性利率从 24%降到了
15.4%。

“这是我当全国政协委员后提的比
较成功的提案。 当时最高法修改后的新
利率出台时， 很多中小企业发信息感谢
我，说我为他们做了一件好事。 ”这让袁
爱平深刻体会到为人民尽责履职的自豪
感和荣誉感。

2020 年 5 月 28 日 ，《民法典 》 出台
后，宣讲 《民法典 》成为袁爱平新的履职

工作重点。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又
是法律工作者，发挥专业优势，带头学好
《民法典》，宣讲好《民法典》，推进法治建
设，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袁爱平说。

被誉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的 《民
法典》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宣
讲好这一重大法典， 袁爱平不仅自己带
头学、深入学、随时学，还在政府、企业进
行了十余场有关 《民法典 》的宣讲，撰写
了不少课件和民法典知识普及文章 ，致
力于让《民法典》深入人心。

2020 年 7 月初， 全国政协社法委开
通“学习民法典 ”读书群，组织委员在群
内学习、讨论、交流。 读书群成立了导读
小组，袁爱平作为导读小组的成员之一，
还对物权篇的通则、所有权、用益物权的

一部分内容进行导读。 “为宣讲好《民法
典》，去年我这头发熬白了不少。 ”袁爱平
笑谈。

今年， 袁爱平把目光关注在老龄化
问题、可再生能源发电等方面。

在今年全国两会，袁爱平将提交《关
于完善推广“居住权养老”为核心的以房
养老金融产品的建议》的提案。 他建议，
金融业， 尤其是保险业应当借助 《民法
典》出台设立法定用益物权 “居住权 ”的
重大机遇，及时修改“老年人住房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产品，推出以房屋所有权和
居住权相分离为核心的养老金融产品 ，
保证老年人居有所依。

“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
经济。 ”他还将提交《关于离休退休人员
再任职取得收入以及延迟退休期间取得
收入给个人所得税予优待遇的提案》。

此外，袁爱平还准备提交《关于落实
农林生物质发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支持政
策的提案 》，“生物质发电是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国家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为支撑，解决城
乡各类有机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处理，
实现资源化和能源化综合利用， 要走出
一条‘农业-环境-能源-农业’绿色 、自
然循环、 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建设之
路。 ”

做一颗有新时代气质的“螺丝钉”
———代表委员谈传承和发扬雷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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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袁爱平：化解资金痛点难点 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袁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