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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的接触面相对单一，而人大

代表这个身份就好比一扇窗，为我打开了认识

社会、见识各行各业的视野。”林蓉蓉说，作为一

名代表，不能只执着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必

须开拓视野，深入基层群众之中，认真广泛听取

意见建议，才能切实把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民

生实事传达给政府，真正把事情办好。

这些年来，她积极参与代表履职培训，

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对人大代表审议、视

察、调研等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了系统

的了解，提高了自身素质和履职能力。

在履职期间，她从身边的“微小事”出

发，提出多条民生建议。

2019 年，着眼于市民出行不便，她提出

《关于开通温州到瑞安快速公交的建议》；

2020 年，通过收集社情民意和走访调研，她

提出《关于完善新业态工伤保险制度的建

议》；2021 年，围绕旧衣物公益回收市场存

在信息不透明、流程不完善等问题，她提出

《关于规范旧衣物公益回收管理的建议》；

2022 年，针对现有老年大学入学名额不能

满足日益增长的老人需求，以及老年大学存

在容量有限、师资力量薄弱、相关政策不完

善等现象，她提出《关于进一步重视老年教

育，办好老年大学的建议》。

在履职道路上，林蓉蓉仍坚守初心，尽职

尽责做人民群众的“收音机”和“传声筒”，用

行胜于言的担当，前行在为民服务的路上。

群众的呼声就是人大代表履职的方

向。从听到民声民意予以关注到项目验

收后现场“回访”看成效，塘下镇人大代表

一路追踪回应群众关切。《代表聚焦》活动

组认为，770 万元对工程项目来说算不上

大手笔，但对一个村来说也是一个百万元

的大项目，群众对此是有期盼的，所以要把

钱花在群众的“心坎上”，更要注重工程品

质，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成效。

镇人大代表王瑞鸟说，实地走访后发

现各村把这笔项目资金用得面面俱到，改

造项目很多，但有部分项目成效并不显

著，让群众缺乏直观感受，这也让他们对

下步的村庄建设缺乏信心。希望在今后

的建设中，要根据群众需求，集中精力打

造精品，并落实后续管理措施，让钱花得

值当。

“在走访中有群众反映当初的效果图

和施工成效相差较大，这难免让大家失了

信心。”镇人大代表陈建楷说，家门口的项

目建设关乎村民的生活日常，大家对此肯

定是很关注的，以后在项目建设中要多听

听群众的意见，及时发布正确的信息，赢

得群众的支持。

塘下镇人大主席薛中卫说，人大代表

要代表人民去发声、去监督，此次美丽乡

村人居环境微改造项目的全过程监督，既

推动了该镇民生实事项目的落地，更有效

监督镇政府落实 2023 年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议案办理工作。在“回访”中也发现了

一些问题，这要求人大代表今后履职要进

一步细化、深化，项目实施前要多调研，收

集选取群众意见；项目施工中要代表群众

到实地监督，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项目

完工后要落实“回访”制度，听一听群众的

心声，确保民生事实项目有实效。下半

年，镇人大将聚焦镇委提出的“迎亚运·创

文明”环境大整治大比武活动开展一系列

的监督活动，助推文明城市建设，全面加

快高质量建设共富共美现代化新塘下步

伐，以更好的城市环境品质迎接杭州亚运

会。

■记者 苏盈盈 见习记者 林姜祥

作为我市小学英语教育的“引领者”，她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提升教师业务水平为己任，肩负起教研员

的职责和使命；作为人大代表，她牢记人民重托，认真倾听群众声音，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多方位收集群众急

难盼愁问题，积极建言献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

当代表为人民”的誓言⋯⋯她是温州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

表，瑞安市教育发展研究院小学英语教研员、温州市教育学会小学英

语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林蓉蓉。

代表风采
RUI BAO

立足教育“三分田”，当好群众“传声筒”
——温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林蓉蓉

代表聚焦
RUI BAO

[代表声音]
要注重项目成效，钱要花在群众的“心坎上”

罗凤 6 个村的 770 万元项目资金花得值不值？

人大代表“回访”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微改造项目
■记者 苏盈盈 通讯员 王晶晶 叶进茜

破旧的民房外墙重新粉刷后看起来整体统一；脏乱不堪的垃圾死角围上篱笆，成了农家小菜园；泥泞坑洼

的小路铺上了水泥路，打通了进出卫生院的通道⋯⋯

这是770万元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微改造项目建设资金在塘下镇罗凤工作片6个村的价值体现，也是人大

代表聚焦民生关切，一路监督问政的成效。

7 月 21 日，塘下镇人大结合助力和美乡村“示范引领 全域整洁”行动主题监督活动，组织市、镇两级人大

代表开展《代表聚焦》活动，对凤胜村、山官村、凤川村等 6 个村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微改造项目进行实地“回

访”。活动组人大代表认为，6个村的项目均已完工，大部分项目符合民生期盼，成效较好，但也有部分项目存

在点位过于分散导致成效不显著、后续维护不到位等情况。

当天下午，《代表聚焦》活动组来到凤

渎村，该村的项目是将罗凤卫生院周边的

一条小道改建为平坦的水泥路，并在路两

侧设置停车区域。该条道路是卫生院出口

通道，过去是一条坑洼小道，晴天尘土飞

扬，雨天泥泞坑洼，家门口被来往车辆压得

满是泥土，附近的住户对此怨声载道。

“换了水泥路后村民特别满意，说

家门口总算干净清爽了！”塘下镇人大

代表刘洁带来了群众声音，她说，除了

环境改善，这条路还让罗凤卫生院的进

出道路环线更加通畅，新增的停车位也

缓解了卫生院周边的停车难题。

在山官村，溪边的田地围上了篱笆，

“禁止乱倒垃圾”的警示牌十分醒目，工人

正在岸边铺设休闲步道。人大代表对如

此“豪气”的项目成效存有疑虑，村干部道

出了其中缘由，他说：“项目资金用于提升

溪边的这条道路景观，由于此次是‘微改

造’项目，资金不多，建设内容有限，为此

村里又投入一部分资金对溪边景观进行

同步提升，让村民有更直观的体验。”

在走访中，一行人实地查看了每一

个项目现场，并了解实际用途以及群众

满意度，指出部分村存在项目不集中成

效难以体现、项目虽已完工但项目质量

欠缺以及后续管理跟不上等问题。

人大代表之所以对这770万元的项

目 经 费 如 此 关 注 ，还 得 从 2021 年 说

起。近年来，我市不少农村在乡村振

兴、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驱动下，村容

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塘下镇凤

胜村、山官村、凤川村等 6 个村地处山

边，距离塘下集镇区较远，基础设施、村

庄环境等较为薄弱，当地村民对改善人

居环境的要求十分迫切。

农村人居环境微改造项目在 2021

年 12 月底召开的塘下镇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全体人大代表

票决为民生实事项目，其中就包含凤川

村等 6 个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这消息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

2022 年 5 月，塘下镇人大组织罗凤

工作片6个村的人大代表开展村居环境

大整治走访活动，实地视察凤士等村的

环境卫生状况，召开座谈会深入听取代

表、村干部的意见建议，整理归类活动

中发现的车辆停放、路面环境、公共设

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将群众呼声强烈

并具备可操作性的事项纳入当年美丽

乡村微改造项目，达到以改促整的效

果。2022 年 8 月，该镇人大牵头召开

2022年政府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督办会。

群众有强烈呼声，而项目迟迟不见

进展，在 2022 年 12 月塘下镇人大召开

的全域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代表问

政会上，该项目成了问政主题之一。今

年五月中旬，人大代表一路追踪的项目

终于完工验收。

一个总计770多万元的“微改造”项

目为何耗时一年多才完工？为什么项

目刚建好就破损现象？针对《代表聚

焦》活动组的连续追问，该镇农办工作

人员答复，该项目启动后，由于涉及农

田、建设规模等问题导致设计图多次修

改，立项、招标等前期工作持续了一年

时间，施工期只有4个多月，施工单位为

了抢工期匆忙收工。下步将联系施工

人员做好维护。

[实地走访]
建设项目均已完工，各村成效对比明显

[代表问政]
民生实事推进慢，人大代表一路监督

林蓉蓉自 1992 年参加工作以来，

一直深耕于教育领域。31 年的教育工

作经历，让她深知只有持续加强自身建

设，才能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为教师

服务、教育服务，这也是她当选人大代

表后对自己的履职要求。

作为我市小学英语老师的“老师”，

她自觉责任重大，严谨治学，不断反

刍。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学校开

学时间延迟，为不影响教学进度，教育

部门推出了“空中课堂”的学习方案，她

接下了小学英语 36 节网课的录制任

务。15 天时间，她召集 20 位骨干教师

组队研讨、在线备课、核查课件、指导录

课、实录审核，每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

当一堂堂网课出现在学生的屏幕前，她

才放下心来。

在日常工作中，她带领教研团队，

以课堂教学为重点，每学期围绕教师的

疑难问题和教学热点问题精心筹划专题

课堂教学研讨活动，改进课堂教学问题；

引导学校开展合作教研、特色教研、联片

教研等多形式活动，成功打造团结协作、

奋发向上的教研团队，有效促进学校教

研质量提升；以促进学生和教师共同发

展为评价宗旨，引导教师研究学业，改进

教学行为⋯⋯一系列举措，稳妥推进了

我市小学英语课程改革和教学研究，引

领和推动教育教学不断向前发展。

在小学英语教育中深耕细作几十

年，她荣获温州市“园丁奖”、温州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2017年，林蓉蓉

被推选为温州市人大代表，这份新“工

作”带来新的责任与担当。她把当选人

大代表的心态与当初从教师到教研员

作了类比：“与普通教师相比，教研员的

工作能够影响整个县（市区）的教师课

堂、教学研究方向以及教师的成长，必

须考虑到各种差异因素，还要紧跟课程

改革方向。当人大代表后也是一样，我

的工作范畴不仅是小学英语领域，要考

虑得更细致、更全面。”

在林蓉蓉的眼中，教育是社会关注的民

生大事，也是自己履职的方向和使命。

在履职的第一年，她向温州市人大提出了

《关于落实严禁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无序招生的

建议》，针对学校无序提前招生打乱正常的教学

秩序和教育发展失衡等问题，她希望教育部门能

够规范招生秩序，构建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评

价体系，加强招生监管力度和学生学籍管理。

她说，在当时，有学生在初二阶段就被提

前招收了，这种招生政策给学生和家长带来

焦虑和恐慌，迫使学生提前学习高年级课程，

有些学生在初二已经全部学完初中课程，甚

至已经在学习高中课程，这不仅扰乱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也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林蓉蓉的建议直击教育发展痛点，也是

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各领域代表人士的

共同呼吁下，温州市教育部门当年发布了相

关政策，加强招生管理，严肃招生纪律。

第一次提建议就得到了市政府的迅速回

应，林蓉蓉备受鼓舞。她继续结合自己的工

作领域，听民意、集民情。

在开展教研活动中，她听到不少老师抱怨

“进校园活动太多”。对此，她在各学校开展走

访调研，并对接市教育局相关科室，据不完全统

计，几乎学校每周都要承接一次“进校园”活动，

有些活动主题与学生学习生活毫不相关，这些

名目繁多、形式多样的“进校园”活动让师生、家

长应接不暇，深受其扰。为此，她在2018年提

出了《关于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打造“安静

校园”的建议》，希望教育部门规范各类“进校

园”活动，为孩子打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

林蓉蓉在开展建议回访时从教育部门得

知，在师生、家长的呼声中，以及各部门单位

的支持下，“进校园”活动的次数减少了，质量

得以提升，这让她十分欣慰。

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如何有效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已经成为

一项重要课题。林蓉蓉说，当前卫健、民政、

妇联等部门都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预防自杀等工作，但由于缺乏

有效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各部门之

间权责较为模糊，信息共享不足，以致工作联

动性较为乏力，协同推进效果不佳。今年，她

在温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全社会服务水平的建议》。

同时，她呼吁广大教师要关注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无论是在课堂研究，还是在课堂教学上，

教师不仅教会学生语言知识，更要注重文本中所

体现的价值导向，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

从教 31 年
她是我市小学英语教育的“引领者”

[人物名片]林蓉蓉，女，1973年出生，无党派人士，中学高级教师，1992年参加工作，现为瑞安市教育发展研究院小学英语

教研员。2017 年当选为温州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瑞安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2022 年当选为温州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曾

获温州市“园丁奖”、温州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立足专业
她是行走在教育路上的“追梦人”

拓展领域
她是及时传递民生期盼的“传声筒”

人代会上发言人代会上发言 教研活动教研活动

人大代表实地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