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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故乡，甘南临潭，好多个民族

和谐地生活在这儿，就像亲人一样……”一部

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丁目迪的传奇人生

经历为故事蓝本的民族题材电影《生根》，被

当作 2022年甘肃省第 19个民族团结宣传月

的题材。

丁目迪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历

任临潭县政协副主席、甘南州政协副主席、甘

肃省政协委员。他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

兴办教育上，多年来为改变民族贫困地区文

化教育滞后的现状鼓与呼。

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地处边远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教育事业发展人才匮

乏，1989年以前只有一所普通中学。丁目迪

出生于富贾之家却靠乞讨度过童年，没有上

过学，曾经的不识字给他带来很多不便，尤其

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让他吃过亏，自此他决

定有机会就一定要建学校，力争让适龄孩子

都有学上。丁目迪担任省政协委员第一件事

就是筹建临潭县民族中学，为筹集建校资金，

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终于在1992年筹建起

临潭民族中学，解决部分学生上学难问题，此

后近 30年来，他仍积极守望甘南孩子的读书

梦，几乎每年都要出资奖励临潭县民族中学

学习优秀的各族学生和辛勤奉献的老师。

丁目迪是教育公益路上的奋斗者，同时

也是一道光，始终温暖有爱，照亮前路，助力

有梦想的孩子驾着方舟，带着爱与希望，驶向

广袤无垠的远方。

知识改变命运，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

良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

也是夯实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所在，丁目迪

对此深有体会。乡村振兴，教育先行。上世

纪 90年代，丁目迪发起成立了临潭县教育基

金会并任会长，开始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从

1994 年任临潭县教育基金会会长到 2020 年

10月受聘为临潭爱心公益协会

的名誉会长，他在自己的公益之

路上一直奋力前行，不断资助特

殊家庭学生，争取捐赠资金物

资。

2020 年 8 月以来，丁目迪先

后向州委、州政府推荐临潭爱心

公益协会主导的“国家重点大学

师生支援甘南教育活动”“清北进

洮、筑梦临潭”“洮花潭水 河你共

育”等支教活动，受到州委州政府

和临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州

委州政府协调多所高校师生参

与支教活动,鼓励临潭爱心公益

协会搭建更广阔社会公益平台，

吸纳有意愿的行业精英投身甘

南建设、助力甘南发展。国家重

点大学师生支援甘南教育活动

实施以来，共有5所国家一流大

学 96 名师生参与到支教活动

中，632名学生受益。

丁目迪几十年如一日，造

福桑梓捐资助学、扶危济困，让

无数莘莘学子重返校园，让家

乡 人 们 共 同 走 向 幸 福 的 生

活。如今，他仍旧通过多种途

径时刻关心家乡的教育，心

系甘南的发展与进步，不断

用实际行动诠释他对国家

的爱、对慈善教育事业的

赤诚之心，自始至终把深

沉的爱国主义精神厚植

家国情怀，融入民族心、

铸就民族魂。

（原文刊载于人

民政协网）

“三年的疫情给民营

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原来的发展规划可能

已经不再适应，原来想做

的事情不一定能做成，

今后要发展一定是另一

个赛道和版本。”新任十

三届省政协委员、兰州

南特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南振岐最

近一直在思考，如何为

我省中小微企业在数

字时代的发展上赋能

加力。

去年 6 月，敦煌

莫高窟官方虚拟人伽

瑶，作为首位数字敦

煌 文 化 大 使 首 次 亮

相，并表演了一段飘然

灵动、精彩优美的敦煌

舞。未来，它将以展览

虚拟直播、丝路文化科

普、IP 创新跨界合作等

方式，给大众带来更丰

富的文化内容互动。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虚拟

与现实加速融合的趋势

下，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

和文博机构携手引入前沿

数字技术探索数字文保新

形态。

“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

的赋能作用日益明显，并由

此带来了生产要素、产业格

局、发展模式等多方面的变

革。文化产业数字化作为

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产业发

展的结果，是未来文化产业

发展的大势所趋。”南振岐

说，我省应该深度挖掘黄河

文化资源、多方开展文化活

动、大力开发文化产品，把

丝路文化、黄河文化、历史

文化、西北少数民族文化、

地方民俗文化，以及本地独

有的珍贵的读者文化、牛肉

面文化、四库全书文化、近

代工业文化等融入规划建

设和经营管理中，借助先进

的“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助

力科技文旅产业的发展，培

育新供给，促进新消费。他

建议，要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数

字传输、3D 电影等新兴文

化产业，依托西部丰厚的文

化资源，创作一批全省有影

响力的文化品牌，培育一批

知名文化企业集团，建设一

批文化产业基地、特色文化

产业园区。

为中药材产业发展数

字赋能是南振岐委员关注

的另一个焦点。据了解，我

省中药材种质资源丰富，有

20 多个县中药材呈规模化

种植发展态势。南振岐委

员说，应把握“丝绸之路信

息走廊”、国家中医药产业

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的有

利契机，以数据赋能为主

线，充分利用 IOT、移动互

联网、AI、云计算、大数据、

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手段，建

立以中药材科研、育种、种

植、生产为基础，中药材加

工工业为主体，中药材流通

为纽带的全产业链条大数

据基础服务平台，对全产业

链全要素进行数据化升级，

实现大数据技术与传统产

业融合发展，助推产业升

级、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在围绕中心履职关注群众期盼中
继续展现委员担当作为

刘兴荣委员：

助力中小微企业重拾信心
找到数字时代的生存之道

本报记者 张柳 赵淑娟

用大爱托起甘南孩子的读书梦
人民政协网记者 王华风

“过去五年，我们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

中心工作、省政协工作计划和农工党省委

会工作方案积极参政议政，特别是在新冠

疫情防控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一些提案、建议得到全国政协、农工党

中央、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教育部门的采纳，

这对我们做好新一届履职工作是很大的鼓

励。”作为连任委员，在省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召开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十三届省

政协委员、农工党甘肃省委会副主委刘兴

荣满怀期待。他说，展望未来五年，他将继

续发挥专业优势和界别优势，时刻把提高

履职能力放在第一位，紧紧围绕省委省政

府工作大局和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

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过去 3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人民群众的生产

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十二届省政协

常委和公共卫生领域专家，过去五年，刘兴

荣立足自身专业优势，围绕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和疫情防控积极建言献策，他主持撰

写的《成立全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

询委员会的建议》等得到省委副书记、省长

任振鹤的批示肯定，安排有关部门办理；

《关于加强我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国际

话语权的建议》等被农工中央信息专报采

用并上报全国政协；《建议优先支持建设公

共卫生类省级重点实验室》等建议被《甘肃

信息·决策参考》采用。

刘兴荣委员说，中共二十大部署了未

来五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也对人民

政协工作提出了新部署新要求。作为政协

委员，贯彻落实好中共二十大精神，要继续

围绕双碳战略、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特长，积极建言资政。“如在双碳战略方面，

如何发挥我省资源禀赋，做大做强新能源

产业，如期完成双碳目标；在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方面，要尽快堵上漏洞、补齐短板，加

快完成已开工建设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扩

大优质医疗卫生资源覆盖面、可及性和公

平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医疗卫生服务。”

“就业是最大民生工程，关系到千家万

户的幸福和社会

的稳定，是从党

中央国务院到

每一名普通群

众都十分关注

的问题。”刘兴

荣委员说，本次

省两会上，他重

点关注就业问

题，并向大会提

交了相关提案，

为做好我省就

业工作尽一份

政 协 委 员 之

力。“一方面，是

建议高等院校

紧跟就业市场

需求，主动开展

教育改革，提高

学 生 的 就 业 能

力。另一方面，全

社会要关注就业

问题，社会各方面、

政府各有关部门要

通力合作，不断拓

展就业岗位和渠道，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

业跟踪服务，形成做

好就业工作的强大合

力，最大程度促进就

业，通过充分就业提高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

得感。”

“省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是

全体省政协委员期盼的

大事，我们将带着日常工

作中的思考和调查研究

形成的提案，围绕中共二

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和省

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的安

排部署积极参政议政，以饱

满的精神面貌开好这次大

会，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政

协委员应有的贡献。”刘兴荣

委员说。

美育是让人拥有获得幸福的能力

桑吉顿珠委员：

还未走进音乐工作室，欢

快浪漫的乐曲《威尼斯狂欢

节》就从窗户里飘出。新任省

政协委员，西北民族大学音乐

学院副院长、单簧管演奏专业

型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导师

桑吉顿珠，正在指导学生进行

单簧管演奏。

教学告一段落，桑吉顿珠

委员收好谱架，坐在钢琴前的

椅子上接受采访。乐曲虽已

停息，但余韵仍在，异国水城

的欢乐氛围笼罩着工作室的

每个角落。

“音乐并不直接呈现画

面，但我们可以通过听觉去

感受旋律。每个人对旋律的

理解都不一样，这与想象力

有关。想象力建构的画面

是悲剧是喜剧？是描写生

活还是描写爱情？当我们

去聆听、去学习时，想象力

和感受力就会提高，获取

幸福的能力也会一点点积

累起来。”深耕单簧管演奏

与教学多年的桑吉顿珠

委员，对美育有着很深的

感悟。

当选十三届省政协

委员后，桑吉顿珠委员

立即开始思考，如何立

足本领域建言资政、不

负职责使命？“美育”，

成为了切入点。

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是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推动人的

全面发展的重要途

径。当前，美育已

纳入各级各类学校

人才培养全过程，

贯穿学校教育各

学段。对此，桑吉

顿珠委员说：“美育教育事关下一代，事

关未来发展。审美的缺失，可能使人类

变为‘工具’，试想一下，我们肯定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只知道应试的‘考试

机器’。古往今来、全球各地，无论是科

学家、政治家、艺术家，还是体育健将，

在他们的成长历程中都体现着美育教

育的影响。就拿刚刚在卡塔尔世界杯

上大放异彩的足球运动员姆巴佩来

说，他宣布今年将作为长笛手在西班

牙举行他的音乐会首秀。这说明美育

能带给人更加全面的发展，获取更加

丰盈的内心世界，理解感受更多美好

的事物。”

新任省政协委员这一荣誉，代表着

新的起点，也代表着新的责任。桑吉顿

珠委员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中，

将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深化

对省情的了解掌握，认真履行委员职

责，主动融入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开展

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

议。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桑吉顿珠委

员的履职第一步，将围绕美育工作开

始。“具体来说，我将结合高校教师的身

份，提出事关高校艺术教育和招生就业

方面的建议；结合文艺工作者的身份，

就如何更好规范社会美育教学师资队

伍、提升城市惠民文化建设水平提出建

议；结合少数民族干部的身份，围绕民

族地区教育和文化发展提出思路与建

议。”

《礼记》有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桑吉顿珠委员在

接受采访中也多次谈到了美育、传承与

教学的问题。“我们的教育首先要让每

个孩子成为善歌者，同时也要努力让他

们既‘继其声’，更‘继其志’。”

采访结束，当记者离开工作室，之

前因采访暂时告一段落的单簧管教学

再次开启。窗内，欢快的乐曲响起，那

是桑吉顿珠委员带领学生“继其声’更

“继其志”的实践。

本报记者 师向东 邱瑾玉

丁目迪委员：

南振岐委员：

本报记者 邱瑾玉 师向东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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