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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杨国宗 陈真永 张剑萍 靳汝柏 洪云龙 王正林 字云飞 李郁华 彭云宁 李绍唐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 2月 14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一、主席团（63人，按姓名笔画排序）
丁中涛 丁洪涛 马克伟（回族） 马顺高（回族） 马 倩（女，回族） 王文天 王正林（白族） 王 远 王绍基（彝族） 王振华
王梅芬（女，白族） 牛 燕（女） 文慧君（女） 邓 娜（女） 朱建斌（白族） 朱智云 刘景朝 字云飞（彝族） 字德海（彝族） 孙胜利 李郁华
李绍唐 李 春 李 琰 李 槔 李增堂（白族） 杨大赟 杨仁熙 杨龙祥 杨仕华（白族） 杨国宗（白族） 杨金钊（白族） 杨泽亮（白族）
杨经德（回族） 杨映红（白族） 杨晓忠 杨 智（白族） 杨 瑜 杨新华（彝族） 何家伟 张世伟（彝族） 张伯川（白族） 张枝荣（白族）
张剑萍（女，白族） 张敬宗（彝族） 张燚龄（女，彝族） 陈定伟 陈真永（白族） 欧阳学礼 赵映宝（女，白族） 段红丽（女，白族） 洪云龙（白族）
姚曙光 索昕煜（女） 翁 斌 常华敏（彝族） 彭云宁 舒 进 鲁学诗（彝族） 靳汝柏 廉子新（彝族） 谭利强 熊佳梁（女，彝族）
二、秘书长：靳汝柏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 2月 14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王振华 邓 明 李绍唐 杨学泉 张志斌 张建华 茶兴培 鲁文红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 2月 14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按姓名笔画排序）

主任委员：李郁华
副主任委员：李绍唐 鲁学诗（彝族）
委员：（11名，按姓名笔画排序）
马 倩（女，回族） 王文天 朱智云 李 槔 杨仁熙 杨晓忠 杨 智（白族） 杨新华（彝族） 赵映宝（女，白族） 常华敏（彝族） 廉子新（彝族）

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2022年 2月 14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代 表 委 员 专 访

□ 本报记者 李百祥 文／图

“发展智慧农业，大理州已经
具备了比较良好的基础，洱海监管
平台、信创产业发展等方面都可以
提供强大的支撑。”2 月 14 日下午，
在分组讨论的间隙，记者采访了州
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
理）研究院院长王欣泽，他呼吁政
府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收集掌握更
为精准、更为详细的农业生产数
据，助力农业转型发展和湖泊保
护的面源污染控制。

王欣泽委员一直从事与水环
境保护有关的工作，主要围绕湖
泊的水质和藻类的变化做规律趋
势的变化分析，至今已在大理开
展 洱 海 保 护 治 理 的 研 究 工 作 10
余年。

“洱海流域独特的气候条件、
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洱海流域农业
产品知名度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也是发展洱海流域以旅游
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重要支撑。”
王欣泽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洱海流
域智慧农业体系建设，从生产方

式、物流管理和品牌宣传等方面
进行建设，细化农业面源污染的
总量和来源分析，系统集成洱海
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措施，
打造洱海流域特色农产品“绿色
食 品 ”品 牌 ，形 成 综 合 的 品 牌 价
值，为洱海流域的转型发展提供
助力。

王欣泽建议，智慧农业体系的
建设应该为面源污染评估提供支
持 ，明 晰 水 系 水 网 ，明 晰 种 植 结
构，辅以水质负荷观测，确定面源
污染负荷的重点来源；应该支持
综合调度生产过程，能够协调上
下游田块之间的生产过程，确保
灌溉用水的效益最大化，可以总
体调控尾水排放，确保尾水回用
体系真正发挥效益；应该发挥信息
沟通平台作用，建设土地流转平台
体系，构建市场需求的信息平台，
大力推广洱海流域绿色食品，扩大
洱海流域农产品的影响力，支持
洱海绿色食品品牌推广，形成高端
农产品加旅游服务的生产业态，扩
大流域内农民收入，让更多的人从
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中受益。

深化智慧农业体系建设
助力洱海流域转型发展

——访州政协委员王欣泽

□ 本报记者 张红梅 文／图

“为什么现在的学生因一点小
事就容易走极端，其主要原因还是
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心理健康是
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来
自巍山县第一中学的教师字丽先，
今年第一次当选为州人大代表，她
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上。

作 为 一 名 85 后 年 轻 教 师 ，
字 丽先在教好学科知识的同时，
很喜欢和学生交心谈心。她说，当
今社会日新月异，学生承受着来自
社会、家庭、学习等多个方面的压
力，有着成人难以理解的困惑与苦
恼，但是很多学生不知道该怎么
办，常常把心事放在心里，备受煎
熬，甚至诱发各种心理障碍乃至心
理疾病。

“现在很多学校都开始重视心
理健康教育，设有心理健康咨询室
或者辅导室，还会定期举办心理健
康讲座，但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
够，心理疏导教育的力量还十分薄
弱。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心理健康
教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中小学

生 必 修 课 程 ，并 配 备 专 、兼 职 心
理辅导老师，提高心理健康教学、
心 理 咨 询 、危 机 干 预 的 专 业 性 ，
更好地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护航。”
字丽先说。

“ 呵 护 青 少 年 心 理 健 康 ，学
校、家庭、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希
望相关部门能整合资源，建立学
校、家庭、社会三方联动的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模式，将心理健康教
育引入家庭教育中，为青少年健
康 成 长 营 造 更 加 良 好 的 环 境 。”
字丽先说，作为一名一线教师，常
常感到自己能为学生做得很少，
都是些重重复复的小事，但她坚
信，把一件件小事做好，便是关于
教育的大事。

当好桥梁纽带，传递更多基层
好声音。字丽先说：“第一次当选
为州人大代表，我感到十分光荣和
自豪。人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
一种责任，我将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面貌，更加扎实的作风投入到本职
工作中去，争先做表率。同时，我
也会借此次大会，加强交流学习，
不断强化代表意识，不断提高 履
职能力，为建设美丽幸福新大理
贡献自己应有力量。”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为青少年成长护航
——访州人大代表字丽先

本报讯（记者 褚雪琴） 2 月 14
日下午，我州在大理市湾桥镇古生
村 举 行“ 洱 海 流 域 农 业 绿 色 发 展
研 究 院 大 理 古 生 村 科 技 小 院 ”揭
牌仪式。

科技小院是以协同实现作物
高产、资源高效、环境友好等为目

标，围绕“三农”发展急需解决的问
题，通过科研人员驻扎农村和农业
生产一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联合企业、政府等共同开展科
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零
距离、零时差、零门槛和零费用”服
务农户和农业产业，推动农业生产

经营方式变革和农村文化建设，助
推乡村振兴的一种模式。

据了解，为解决洱海流域水质
污染及作物优质生产问题，在州政
府的邀请下，中国农业大学和云南农
业大学的相关专家团队来洱海考
察后，三方决定共建古生村科技小

院，旨在协同解决洱海流域面源污
染，促进洱海流域作物优质生产。
目前，已有来自中国农业大学、云南
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的 3 位老师和
15位同学入驻科技小院。

州政府相关领导出席并主持
揭牌仪式。

我州举行“洱海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
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揭牌仪式

2 月 14 日，字丽先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2 月 14 日，王欣泽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2 月 10 日下午，大理市就业局在大理交通运输集团举行第三批务工人员返岗欢送仪式，来自大理、洱源、剑川、巍山等县市的 50 余名外出务工人员
离开家乡返回工作岗位。

当天，大理市就业局和大理交通运输集团向外出务工人员赠送纪念品，并鼓励他们要在平凡的工作中奋发有为，为家庭创收致富，为家乡增光添彩。
［本报记者 辛向东 通讯员 赵润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