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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北京報道

今年全國兩會順利落下帷幕，與會的代表委員已回到自己的崗位開始新一輪奮鬥。兩會
期間的人民大會堂，大公報記者看到數個滿頭白髮的身影，這些代表委員積極為國家

發展履職建言，他們親眼見證了祖國從貧弱走向富強的歷程。
近日，多位連任三屆的全國政協委員接受了大公報記者採訪。他們當中，有人提案推

動為抗戰老兵授勳，有人多年為中國軌道交通發展發聲，還有人持續關注 「健康中國」 建
設。談及未來，他們都希望政協委員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以身作則，為國家繁榮富強獻
計出力。今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5周年的日子裏，他們通過大公報向祖國發出最真摯的祝
福：希望祖國繁榮昌盛，願港澳台同胞與內地朋友一起努力，為祖國的美好明天而奮鬥。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
社中央委員許進。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攝

建言獻策為美好中國奮鬥
履職盡責見證祖國變富強
三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履職故事

霍勇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心內
科主任醫師

「這十一年來政協履職的過程，就是
自己學習提高、再學習再提高的過程」 。
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
院心內科主任醫師霍勇將自己政協履職經
歷比喻為不斷學習的過程：從一開始建言
不知道說什麼，議政不知道怎麼議，到現
在可以將自身熟悉的醫療領域與整個國家的中心任務
連接到一起，參政議政逐漸聚焦，提案建議也更有針
對性， 「希望接下來繼續在政協平台發聲，在履職中
繼續為健康中國建設貢獻力量。」

11年呼籲 助力國家胸痛中心建設
從第一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起，霍勇就開始呼籲

推進胸痛中心建設。今年全國兩會，他繼續帶來關於
持續推動全國胸痛中心建設的提案。十一年來的持續
呼籲，身在臨床一線的霍勇切實感受到了國家胸痛中
心建設的成就。他介紹，目前全國參與胸痛中心建設
單位近6000家，通過驗收數量2660家，近10000家單
位參與胸痛救治單元建設，累計救治急性胸痛患者超
1500萬例。胸痛中心建設之前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
平均死亡率10%以上，2023年胸痛中心單位急性心肌

梗死患者院內死亡率為3.4%。
霍勇認為，從開始建胸痛中心到後來

逐漸建設的更多更好，直至今天形成網絡
體系， 「全國胸痛中心建設的成就離不開
政協委員們的呼籲和推動。」 這也是多年
履職霍勇感受最深的：在政協參政議政平
台，委員可以有機會跟國家相關機構負責
人面對面，共同探討，委員的建議可以更
直接的提給相關部門。

倡建立專培醫師待遇兜底機制
除了關注全國胸痛中心建設，霍勇最關心的還有

專科醫師培養問題，今年兩會他就此帶來了《關於繼
續推動完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養制度的提案》。霍勇
發現，當下我國專科醫師培養存在醫教協同能力不
足，學位配套不完善，專科培訓的醫師待遇不高，缺
乏統一的平台化管理等問題。他認為，應建立專培醫
師的待遇兜底機制，幫助專培醫師提升待遇標準，讓
更多醫師有動力、有精力參加專培。

談及未來履職，霍勇說自己將持續建議加強慢病
防控的支付體系建設和商業保險覆蓋的問題。 「希望
在接下來的履職中，繼續為建設健康中國貢獻力量，
也期待人民政協能夠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為國家發
展貢獻更多務實之言。」

寄語港青：攜手努力實現民族偉大復興

傾注交通 與祖國軌道建設同奔馳
鍾章隊
全國政協委員、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從2013年第一次參加全國
兩會至今，連任三屆全國政協
委員的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鍾章
隊已有十一年的履職經驗。身
為中國較早開展高速鐵路信息
通信研究的著名專家和軌道交
通控制與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
負責人，鍾章隊見證了中國高
速軌道的發展變化。鍾章隊還關注到大灣區
正在軌道建設上持續發力， 「粵港澳大灣區
極具改革創新傳統，是多項軌道交通新技術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 。

從十年前關心西部鐵路發展，到後來關
注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再到最近幾年一直呼
籲關注市域鐵路發展，鍾章隊的履職方向一
直與國家軌道交通發展同頻共振。作為國內
較早開展高速鐵路信息通信研究的專家，鍾
章隊的多項研究成果被廣泛應用在青藏鐵
路、京滬高鐵等工程建設中。

把握發展方向 建言獻策與時俱進
多年履職建言，鍾章隊深感作為一名全

國政協委員的責任，也從履職
中獲得了自豪。2023年兩會期
間，鍾章隊提交的《關於我國
加快實施軌道交通現代化的提
案》被列為全國政協重點提案
進行督辦。鍾章隊開心地表
示，國家鐵路局會同多個部
門，認真吸納了他的提案建
議，並積極推進軌道交通法規
政策協同和標準規範銜接。

2023年9月，工信部向國
鐵集團批覆基於5G技術的鐵路新一代移動
通信系統（5G-R）試驗頻率，支持其開展
5G-R系統外場技術試驗。鍾章隊在樂於見
到自己建議落地的同時，也為加快5G-R系
統在鐵路行業的推廣應用，提升我國鐵路數
字化水平而興奮。在他看來，政協委員要對
行業的未來發展方向和趨勢很敏感，與時俱
進的去學習，建言獻策才能與時俱進。

港澳台與內地學生可聯合創業
身為高校教師，鍾章隊多年來一直關注

人才培養問題。在他看來，高校第一核心任
務就是人才培養，在科技發展進步和時代不
斷變化要求下，需要加強多學科交叉複合型
人才培養，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人才根
基。

「2016年前，我們經常跟香港的大學
合作交流，非常順暢。」 談到京港兩地大學
之間的交流互動，鍾章隊說，此前常帶學生
去港澳台等地訪問交流，在互動中收穫很
多，希望未來能夠繼續增進交流， 「港澳台
與內地學生能夠多多溝通、加強理解、深入
交流。學生之間還可以聯合創業，建立長久
聯絡，這對增進共識更有效。」

在履職中學習 為健康中國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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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鍾章
隊。

◀霍勇（中）為患者進行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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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進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

提起全國政協委員許進，很多人都知道
他是著名愛國人士、九三學社主要創始人許
德珩的孫子， 「兩彈一星」 元勳鄧稼先的侄
子，對此，許進也深感自豪， 「我的家族是
我永遠的驕傲，祖父許德珩為國家興亡奔走
呼告，姑父鄧稼先為祖國建設付出一切，他
們對家國深切的愛與責任，已成為深入血脈
的家風傳承和最大的精神財富。」 而許進也
始終謹遵先輩們的遺志， 「一定要做對社會
有用的人」 。

孩童時代 生活條件十分艱苦
1959年出生的許進，剛好趕上了三年

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孩童時代，生活條件
十分艱苦。 「當時糧食很少，買糧要糧票，
城裏情況稍好，很多農村沒有存糧，很多人
都病死或者餓死了。」 回憶的閘門緩緩打
開，許進講述道：那時候市場上買不到牛
奶，要根據誰家有嬰兒挨家挨戶訂完送上
門，我一歲以後就不供應牛奶了，用豆漿勉
強頂替了半年，後來豆漿也沒有了。

「當時國家的困難狀況，現在的年輕
人沒有經歷過是沒法想像的。」 許進表示，
改革開放十多年後的九幾年，國家放開糧食

供應，糧票逐漸取消。
「在物資十分匱乏的年

代，大家都在捱餓，那種日子過去的時間並
不長，現在我們在電視裏看到的比如非洲一
些貧困國家老百姓捱餓的鏡頭，也就是中國
幾十年前的狀況。」

許進與祖父許德珩共同生活了30年，這
位德高望重的愛國人士、大教育家對子孫的
要求只是簡簡單單的兩條：自食其力，對社
會有所貢獻。 「1978年恢復高考後，我考進
了北京師範大學，祖父很高興，他說了兩句
話。第一句：我教了一輩子書，你上師範大
學很好。第二句：你要記住，將來不但要教
書，還要育人，掌握知識和本領，對社會要
做貢獻。」

祖父的教育方式對許進的成長影響很
大。因為家風傳承，許進始終保持着一個學
者的溫文爾雅、平易近人，後來也同先輩那
樣，加入了九三學社，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

員。提起九三學社的傳承，他總能信手拈
來，並將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風雨同
舟、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血肉聯繫講給大
家。

2015年兩會期間，許進提交了一份
《關於給抗戰英雄授勳的建議》，建議在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由中共中
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為抗日戰爭勝利作
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授勳；優撫健在的、曾經
參加抗日戰爭的老兵。

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觀禮台
上，當看到佩戴着抗戰勝利紀念章的抗日老
兵方隊通過天安門廣場時，許進流下了熱
淚。他曾經問民政部門有關負責人，給抗戰
老兵授勳一事，他的提案有沒有起到作用。
得到的答覆是， 「提案直接推動了這件事的
加快實施。」 「後來聽說，很多抗戰老兵在

2015年底過世了，他們等到了這一刻。」 許
進說。

與港學生座談 永記先輩們精神
2015年10月，香港中華總商會出資為

全港中學生播放愛國影片《鄧稼先》，特意
邀請許進作為家屬代表前來觀看，並與中學
生座談。許進說： 「當時有800多名香港中
學生、200名香港市民。我建議他們探討一
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史，更好地認識今天的
中國，這對愛國教育和人心回歸有好處。」

在許進的記憶中，祖父對青年們說得最
多的一句話就是 「為國家富強而發奮讀
書。」 在國家危亡關頭，這句沉甸甸的話成
為老一輩知識分子最深切的希望和呼喚。隨
着時間的推移，那段激情澎湃無悔青春歷史
的親歷者見證者，都將悄然逝去。然而許進
說，他有責任有義務，讓先輩們精神被更多
人銘記。

許進向記者表達了對祖國的寄語。他
說：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
我見證了其中的65年，國家能取得今天的成
績非常不易，前輩們的奉獻換來了今天的好
日子，國家真的已經從一窮二白走向了繁榮
富強。現在正處於發展的關鍵階段，港澳與
內地青年要攜起手來，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
時，也要繼承先輩的精神，牢記自己的使
命，努力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祝我們
的祖國永遠繁榮昌盛。」

▲2006年10月25日，一列火車從藏北當雄
縣境內駛向內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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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霍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