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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初，我與三個弟弟妹妹隨父母從
福建移居到了香港。在這片繁華熱土上拚
搏進取。11年前，我決定響應國家「一帶
一路」倡議，將工廠的主要生產線遷往孟
加拉國。
當時，我們去的村莊不通水電，連像樣

的路也沒有。打井、修路、發電……在當
地合作夥伴協助下，孟加拉國的工廠就這
樣建起來了。我們一邊培養當地技術人
才，一邊推行信息化管理改革，目前工廠

已全部實現無紙化作業，曾經貧窮落後的
村莊亦面貌一新，由一個小村莊發展成為
繁華市鎮。

讓青年發展有動力有未來
就在前幾日，我見到了一群從德化家
鄉努力學習考上北京高校的孩子，並用
自己的故事鼓勵他們——英雄不問出
處，愛拚才會贏。作為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我對香港青年的「四業」發展十分

上心，因此十分關注香港「北部都會
區」的發展。希望區域發展為青年創造
更多就業、創業的空間、機會，讓青年
的發展有動力、有未來。
在我看來，隨着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
女性作為半邊天的地位逐漸彰顯，越來越
多的女性活躍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
域。女性獨有的堅韌、細緻、剛柔並濟等
特質，使我們更經得起風浪起伏，活出精
彩人生。

「三八」國際婦女節來臨，正在北京

參加全國兩會的女代表、女委員們在忙

碌中度過自己的節日。在各自的人生階

段中，她們觀察社會、體恤民情的視角

細膩而豐富，思考深入。今天，跟隨香

港文匯報一起，傾聽五位女代表委員最

關注的話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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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
中國第一個以民族名稱命名的遺產
地，以美麗的梯田為人們熟知。在家
鄉有一句俗話：紅河哈尼兒女，會說
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
我的母親是紅河縣首位民族舞老
師，在母親的影響下，我也走上了專
業習舞之路。在學校時，我就思考能
不能以舞蹈為媒介，讓哈尼族孩子通
過舞蹈走出大山、走上世界的舞台。
每當學校放假時，我就回鄉走村串
寨，拜訪民間藝人，學習多聲部民
歌、樂作舞等非遺文化，再將它們系
統性地教給孩子們。如今，我創辦的
傳承中心累計培訓學員3,000餘人，其
中有50多人通過舞蹈考上本科。

讓古老非遺文化活起來潮起來
去年，我非常榮幸地成為了一名全國
政協委員，我把家鄉秀美的梯田繡成服

飾穿在身上，希望
哈尼族最美的一面
讓更多人知道。今
年再次來到人民大
會堂，我最關心的依
然是非遺文化的保護與
傳承。作為一名「90
後」，我想用一種更「青春」
的方式，推動它與年輕人的「雙
向奔赴」。
具體而言，我打算將哈尼族

「樂作舞」的音樂旋律結合街舞、現
代舞等時尚元素，讓古老的非遺文化
活起來、潮起來。此外，我還想借助
「互聯網+非遺傳播」的方式，邀請更
多對非遺文化感興趣的年輕人來加入
我們，不僅僅是走馬觀花，而是能與
我們一同去捉泥鰍、抓魚、栽秧、收
割……真正地走上田間地頭，與我們
一起守護梯田、傳播哈尼文化。

我出生在位於西海固的寧夏涇源縣黑眼灣
村。20多歲那年，我們迎來了新一輪移民搬
遷，遷入全國最大的易地搬遷移民集中安置
地——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紅寺堡區，不
僅走出了「苦瘠」之地，更迎來了新生活，
那個逝去了的文學夢想也再次萌發。

發揮自身優勢
講好更多女性勵志故事
十多年來，我在農忙和打工
之餘，堅持在手機上寫作，
被大家親切地稱為「拇指作
家」。我在村裏成立了「泥
土書香讀書社」，將一眾姐
妹發動起來，參與讀書、寫

字、交流，並且進行相關技能
培訓。將讀書社變成學習平台、
交流平台、普法宣傳平台，讓
更多的女性認識到文化的重要
性。

只要一起幹農活兒、讀書學習，我就會
抓住機會給村裏的姐妹們說：「都說『婦
女能頂半邊天』，現代婦女承擔的社會責
任非常大。我們不只能『頂半邊天』，一
定要認識到自己的重要性。你不僅是『誰
的媳婦、誰的媽』，要更多地做你自
己。」
慢慢地很多姐妹們都認識到文化自強的
重要性，在一次講座後，一位大姐主動來
加我微信，她和我講，她從來沒覺得自己
有多重要，聽了我的故事和講述，她突然
覺得自己也很重要。
近年來，我累計宣講500餘場次，受益

的婦女姐妹達3萬之多，引導更多女性在
社會發展和家庭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我
也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能帶動更多婦女姐
妹提升自我素養，同時發揮自身優勢，將
更多的女性勵志故事講好，也將更多優秀
女性的故事書寫成冊，讓更多的人看到女
性的自我成長和堅韌力量。

兩廣地區都講究「無雞不成宴」。廣西雞品種很豐富，但
高產的不多，養殖成本高而收益低，品牌效應還不顯著。我
想讓當地的農民都富起來，我想用科學技術推動農業發展，
讓更多人知道我的家鄉，知道我家鄉的各種特產。
這些年，我的足跡遍布廣西。深入農業一線的日子，我
和我的團隊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以良種帶動農民增收。
我們以企業基地為平台共同培育家禽優良品種，推動種業振興。去
年，我們推廣的優質家禽良種良法，養殖出欄優質雞6億多隻、水禽
3億多隻，為1,000多萬農民增收提供技術支持。看到農民們發自內
心的笑容，我很欣慰。

籲加大保護鼓勵支持開發利用
我一直聚焦「三農」，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後，我趁着在基層的
日子做了很多的調研。我國提出種業振興，但目前我國農業種業還
存在一些有待改善和提升的問題，比如種業的質量和安全、種業的
管理等有待改善和提升。這次前來北京，我繼續圍繞「三農」熱
點，為我國農業種業高質量發展提交建議。
種業是「芯片」。要提高種業質量這個核心競爭力，需要國家有
關部門對我國農業地方品種資源進一步加大保護及鼓勵支持開發利
用，特別在西部地區。當我們通過政策扶持和技術手段，讓當地家
禽等農業產業資源變成優質產業，把資源優勢轉化成經濟優勢，農
民增收和美麗鄉村建設都將指日可待，人民群眾將享受到科技成果
所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幸福。

因為從事的工作領域，我人生
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年輕人打
交道，也常常被演員們誇「思想
很年輕」。然而即便是這樣，在

來北京以前，我依然被現在「00後」
學生們的辯證思維「驚喜」到
了，甚至可以說，與他們的交
流，充實了我今年有關「動
畫作品精細化管理」的建
議。
近年來，浙江省委省政府

一直在大力推廣「00後近看
民主」的活動，邀請「00
後」學生作為觀察員赴基層實
踐點尋訪、與出席全國兩會的代

表委員交流。我也因此受邀前往杭
州高級中學（貢院校區），參加一場名
為「模擬政協提案」的活動。在整個探討
的過程中，同學們有理有據。通過討論分
析，你能看到民主的小火苗由此點燃。
在探討中，不少同學都提到了成年人
看待問題「一刀切」的現象，認為「大
人們不要把動漫看成洪水猛獸，要麼涉
『黃』涉『暴』，要麼幼稚可笑，而應
該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有判斷力與克制力
的」。也正是在旁聽的過程中，我不斷

豐富自己的內容，提出了「建立分級制
度」的建議——按照年齡段，結合動畫
功能，借助詳細的心理分級和群體調
查，建立符合國情的動畫分級制度。

深耕中華文化 提升審美素養
中國動畫產業早已突破2,500億元的市
值，但藝術質量上乘的作品卻不多，以
至於人們還常常用懷念幾十年前的動畫
片的形式，表達對現今作品的失望。因
此我認為，動畫產業的從業者應該深耕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審美素養，同
時創新性地使用3D動畫、人工智能、
AR/VR設備、流媒體服務等新興技術手
段，為產業發展注入新活力，使之成為
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一環。

90後

哈尼音樂哈尼音樂「「伴伴」」街舞街舞
非遺文化入人心非遺文化入人心

全國政協委員、雲南紅河鈺尼文化藝術傳承中心
創始人楊鈺尼：

全國人大代表、「拇指作家」馬慧娟：

讓鄉村女性有更多機會讓鄉村女性有更多機會「「做自己做自己」」

全國政協委員、杭州歌劇舞劇院
院長崔巍：

「「0000後後」」帶給我驚喜帶給我驚喜
辯證看待動畫分級辯證看待動畫分級

她她為民發聲為民發聲

80後

資源優勢轉化經濟優勢資源優勢轉化經濟優勢
農民增收有望農民增收有望

70後

50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飛達帽業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顏寶鈴顏寶鈴：：

關注香港北都發展關注香港北都發展 為青年創更多機遇為青年創更多機遇

60後

◆崔巍在杭州高級中學參加「模擬政協提
案」，為「00後」點讚。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獸醫研究所
副所長廖玉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廖玉英（右）在一線為養殖戶提供技術指導。

▲香港文匯報
記者俞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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