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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2023全国两会 特刊

人物档案：张时荣，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代表，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阿曼的 2023马斯喀特国际书
展上，阿曼信息部展播了一部关于宁
夏的电视剧——阿语版《山海情》。宁
夏是怎么样的？中国是怎么样的？展
览上，《山海情》让阿曼观众带着好奇
心驻足。

不仅仅是《山海情》，《狂飙》阿拉
伯语版图书不久也将出现在阿拉伯国
家的图书市场。

2019年 2月，汉语被正式纳入沙
特所有教育阶段的课程之中。2022
年底，针对阿拉伯国家K1至K12的纸
质教材《智慧学中文》（少儿版和通用
版），均通过沙特阿拉伯教育部认证，
成为全球首套被沙特教育部认证通过
的外国教材。

……
10年前，张时荣创立了智慧宫国际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用10年时间，智慧
宫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文化传播模式。

“我们不从事直接创作，但我们会
把咱们国家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文
化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到阿拉伯国
家。”张时荣告诉记者。这 10年，张时
荣带领团队积极推进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图书出版及版权贸易领域的深度合
作，翻译出版、版权输出中阿文图书
1418种。同时，翻译《山海情》《欢乐
颂》《父母爱情》等中国老百姓爱看的
影视剧，让310余部影片“出国”。

秉承工匠精神，一丝不苟出精品，
让智慧宫中华文化传播的作用越来越
凸显。

张时荣对企业取得的成绩感到骄
傲。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那一刻，
他更加坚定信心，要把“传播中华文
化”这一使命永担肩上。

“我的身后是人民。今天，是我第
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感到无上荣
光。”3月 5日，站在人民大会堂前，张
时荣告诉记者，他将围绕“如何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出更多
建议；同时，也会持续做好国际中文教
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把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述好，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展示好，让越来越多的外
国朋友爱上中华文化。

向世界传播“宁夏声音”
本报记者 周一青 党 硕 见习记者 何婉蓉

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一刻
起，我就开始思考：究竟怎样做才能
当好人大代表？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严于律己。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
同事，一言一行都必须守规矩、讲政
治。对此，我的父母和家人给予我特
别大的支持，这让我有了更足的底
气。今年春节，我在家门口和办公室
门口给自己写了两副对联：“对党忠
诚严律己，国际传播勇担当”，横批

“感怀党恩”。我用这样的对联时刻
提醒自己，要做好本职工作，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
事、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讲
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让世
界实现共赢共享；要严以修身，严于
律己，以“检身若不及”的态度来修身
律己，持之以恒匡正自己的行为；认
真履职，就是践行好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来到了北京。
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

次参加这极具重大历史意义的会
议，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在那一
刻 ，我 忽 然 感 悟 到 何 为“ 国 之 大
者”——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谋全局
者，不足以谋一域。必须不断提高
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认识高度上去了，行动才会更加
坚毅，压力才能逐步变成动力。

今年全国两会，我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在媒体同仁的帮助下，我在
大会期间积极发声，向世界讲述中
国故事、发出宁夏声音，被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国国际电视台、宁夏
日报等媒体及智慧宫在海外的新媒
体矩阵广泛报道。在讲好故事的同
时，我还向大会提出四项建议，主要
围绕“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和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国际中
文教育”，建议也被大会议案组采
纳。我想，第一次当人大代表，我不
辱使命！

今后，我将继续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这是我的使命，我责无旁贷！

（本报记者 尚陵彬 整理）

张时荣：使命与责任并肩

健康，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更关
系国家民族的未来。

“当前，我国医疗技术不断创新，有
很多研究成果已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优
质医疗资源在各省份、各地市仍不均衡，
医疗质量水平仍参差不齐。”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脊柱外科研究所
所长刘忠军教授说，特别是在农村，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服务总量大、服务半径
长，但医疗服务能力有限。如果依托北
京、上海等地优质医疗资源，加快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完善远程医疗服务体
系，强化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可以更好地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优质的医疗服
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

务，渐行渐近。
“近年来，国家四部委联合推进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动国家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是
我国提升整体和区域医疗服务能
力，减少患者跨区域就医，助力分级
诊疗制度建设的政策‘组合拳’。”全
国人大代表、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
任李郁华说。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联合
印发了《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工作
方案》，首批在 8个试点省份遴选确
定了 26个试点项目，并给予中央预
算内投资支持。2021年7月，又将宁
夏等 12省份纳入试点范围，宁夏正
式启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2022年，由自治区政府和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合作共建的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挂牌成立，成
为宁夏第一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半年多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向宁
夏派驻专家，实施远程会诊，成功实施了
一批高难度手术。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造
福基层群众的优势作用逐步凸显。

记者了解到，与 2021年相比，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宁夏妇女儿童医院 2022
年门急诊诊疗人数同比增长 106.36%，
出院人数同比增长 15.7%，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明显提升，患者满意度明显提
高。该医院还创建双胎妊娠协同管理及
云端转会诊平台，填补了宁夏产前诊断
及孕期胎儿治疗的空白。

“宁夏地处我国西北，相对中东部地
区经济欠发达，医疗卫生领域经过多年
发展，医疗资源布局趋向合理，服务人民
群众水平持续提升，但高水平医疗服务
不足，医疗服务可及性还不够，分布仍不
均衡，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还存在短
缺。因此，我们恳请国家充分考虑宁夏
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实际和宁夏及

周边地区群众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迫切
需求，将国家中医区域医疗中心——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宁夏医院项目，纳入全国第五批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支持范围，安排资金支持项
目建设。”李郁华说，今年宁夏代表团向
大会提交了《关于支持宁夏建设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
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宁夏医院的建议》，希
望国家继续在宁夏布局建设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

目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
西医结合医院已与宁夏签订了合作框
架协议，制定了项目建设方案。

“我们将对标群众的新需求，加速将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实落地、补齐
学科建设短板、引进高水平医疗人才。
未来，我们将借助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进一步提升宁夏医疗服务能力，培养
更多医学及相关学科优秀人才，持续提
升基层医疗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李郁华说。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关注宁夏代表团建议系列之八

本报记者 尚陵彬

你见过绿色的黄河吗？
银川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七道

阳光”（网名）镜头里的黄河，碧波荡
漾，有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其实，我拍到过的黄河，不止有绿
色，还有蓝色，白色，粉色，金色……”

“七道阳光”告诉记者，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天气条件下拍摄黄河，总能拍
到不同的美景。

“七道阳光”，是宁夏热爱拍摄黄
河的摄影家之一。黄河流经宁夏 397
公里，20年来，他走了不下 20次，拍
摄了数万张黄河美景。“身为黄河儿
女，对母亲河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
总觉得怎么拍都拍不够，每逢天气变
幻，就想去看看能不能拍出更精彩的
黄河美景。”

20年拍摄黄河的旅途其实充满
了艰辛。为了拍摄黄河黑山峡段，他
和同伴乘坐的汽车被石子剐破了底
盘，困在乱石岗上一天一夜；为了能在
高处取景，他攀爬沿途山丘，险些掉进
峡谷。“无论多辛苦，只要能拍到最美
的黄河风光，一切都是值得的。”“七道
阳光”说。

“我们拍摄黄河，用影像讲好黄河
故事，是用镜头记录时代。魅力无限
的黄河给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创作灵
感，让我们忍不住去追逐，去创作。”宁
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宁夏艺术摄影
学会执行会长李鹏说。

李鹏也是热衷用摄影追逐黄河的
摄影家之一，他不仅将镜头聚焦大河
奔涌、润泽塞上的万千气象，还访遍了
宁夏黄河两岸的 14条引黄古灌渠，相
继推出了“塞上黄河天际流”“长渠流
润宁夏川”“家在黑山峡”等专题摄影
展，用影像方式触摸黄河脉动，映照时
代发展。

“如今，全区上下正在努力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让我越发认识到讲好‘黄河故
事’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创作出更多
的优秀作品，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美丽新宁夏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李鹏说。

摄影家们“热恋”黄河的一个非常
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年宁夏在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建设中，下大力气保护黄河，黄河两岸
的风景越来越美。

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
处处长张宝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宁
夏严格执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按
照控源截污、生态修复、末端提升的
治理思路，加大投入力度，全力打好
碧水保卫战，全区地表水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截至 2022年年底，黄河干流
宁夏段连续 6年实现Ⅱ类进出，20个
国控断面，三类以上优良水体比例达
到 90%，22条重点入黄排水沟入黄口
水质稳定保持Ⅳ类以上。“下一步我
们将紧紧围绕先行区建设目标任务，
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
理，确保母亲河健康安澜，努力展现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画卷。”张
宝明说。

委员连线

住宁全国政协委员蒋齐：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加强黄河保
护，这是宁夏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宁夏是唯一一个黄河流经
全境的省区，正是因为有了碧波安澜
的黄河，才有了黄河岸边宁夏人民的
幸福生活。宁夏肩负建设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特殊使
命，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精心呵护母亲河，牢牢
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同时在抓
好大保护、推进大治理，推进高质量发
展，在先行区建设中成就黄河安澜、海
晏河清。

用影像记录壮美黄河
本报记者 尚陵彬

日记代表

2023年3月11日 北京 阴转多云

连日来，宁夏代表团代表认真发言，发挥人大代表当好党和人民的“连心桥”、做好人民群众“代言人”的作用。 本报记者 左鸣远 摄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档
案等事业，加强智库建设。报告说

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物质的富足，更需要精神的富
有。如何让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进入“现代化”，我区有
实践有作为。

宁夏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积极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建成宁夏引黄古灌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展示中心，推进长
城、长征、黄河三大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建设，培育 5个自
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让宁夏的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

“用起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
“诗”和“远方”实现更好联结，蓬勃发展的文化旅游消费，提
升了群众生活品质。

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的宁夏，文化惠民滋润百姓生活。
黄河两岸，处处绽放百姓笑脸：天作幕布，地为舞台，镇

村广场上，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走进基层，以“文艺轻骑
兵”的方式送戏下乡，把精神大餐送进百姓心坎里。山沟里
的篮球场上，“村BA”火热开赛，点燃人们的生活热情；农家

书屋里座无虚席……
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的宁夏，文化铸魂激涌澎湃

之力。
“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的脱贫奇迹、从“干沙滩”到

“金沙滩”的历史巨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当惊世界殊”的
奋斗历程等重大主题，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让文艺工作者
有了说不尽的宁夏故事、唱不尽的宁夏赞歌、绘就不尽的宁夏
画卷……

如今，“好不好、精不精”成为宁夏文艺创作的新目标，涌
现出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话剧《闽宁镇移民之歌》等
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精品佳作，以激越昂扬
的主旋律，鼓舞千千万万宁夏儿女铆足干劲、砥砺拼搏。

又踏层峰望眼开。新时代文化强区建设没有终点，绵
绵用力、久久为功，把文化惠民实事一件件办实、一年年办
好，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让高质量的文化春雨不
断润泽塞上山川。

记者评 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富”起来

从春天出发 文化绘就幸福景
本报记者 何耐江 陈 郁

从春天出发，一股灵动向上、积极昂扬的力量，在六盘山下、在黄河两岸逐渐升腾。近年来，宁夏文化事业
呈现蓬勃兴盛之势，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渐丰富，一曲曲文化之歌余音绕梁，一道道文化风景亮丽夺目……

从春天出发，春日的宁夏，传统与现代相得益彰，烟火气与文艺范有机融合，在诗和远方的融合发展中，宁
夏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气神，打造文化兴盛沃土、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文化兴盛之路一路芬芳。

古老又现代的宁夏，正向着美好的未来努力奔跑。

智慧宫，中世纪阿拉伯
帝国在巴格达建立的一座豪
华宫殿，被称为“阿拉伯翻译
运动”的大本营，有“科学的
源泉、智慧的宝库、学者的圣
殿”的美誉。

在宁夏，有一家以智慧
宫命名的公司——智慧宫国
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华文化。

3月 9日，记者走进这家
公司，扑面而来的是散发着油
墨味的书香，映入眼帘的是书
架上琳琅满目的图书。

在办公区，中文名为周
阳的苏丹小伙正忙着翻译手
头的一部中文作品。周阳的
中文非常好，能熟练地和记
者交流。来宁夏好几年了，
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很满
意，希望能把更多的中华文
化推荐到自己的国家去。

“这是一本伤感而又温暖
的科幻小说，我希望通过我的
努力，让它尽快和读者见面。”
员工余晋正在给翻译好的
《我的妈妈是精灵》排版，走完
这个环节，还要制作封面、审
校、申请书号、印刷，最后宣传

发售，图书就可以正式面市了。
目前，该公司业务遍布阿联酋、埃

及、沙特等 22个阿拉伯国家和中亚、东
南亚等 8个国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翻译出版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十余个
语种图书1398种，销售近200万册。

过去的一年，宁夏文化战线捷报频
传。秦腔现代戏《王贵与李香香》、音乐
剧《花儿与号手》分别连续两届摘得中
国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大奖
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宁夏成为全
国仅有的 4个实现文华大奖“两连冠”

“双丰收”省份之一。同时，电视剧《山
海情》、广播剧《中国北斗》、长篇报告文
学《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也
入选“五个一工程”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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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卫黄河宿集入选全国首个“美丽中国案例文献
库”。“黄河宿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实践案例，也为我区
乡村振兴和文旅转型积累了成功经验。在持续推动文旅复
苏，建设现代文旅产业体系的进程中，为我们增添了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中卫市市长马洪海坦言。

去年以来，我区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壮大步伐迅速，成绩
亮眼。以中卫市为例，去年，中卫市着力打造“沙漠大客厅”

“星星的故乡”，接待游客89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亿元。
丰安屯景区成功创建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漠贝酒庄、黄羊
古落创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迎水桥镇、关桥村等4个乡村
获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黄河文化体验展示项目进入国
家文化产业扶持项目库。“点亮”大漠星空·打造“星星的故乡”
文旅 IP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领域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让人民享有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就要坚持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推动公共文化向设施网络化、供给多元化、机制长
效化、城乡一体化、服务普惠化方向发展。”马洪海说，中卫
市正在创新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和文化惠民工程，广泛开展
群众文体活动，办好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打造一批具
有中卫特色的精品文化活动品牌，推出一批彰显中卫文化
底蕴的文艺精品，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更好适应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加大明长城、大麦地岩画等文物保护，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培育引进一批文化企业，打造业态集

聚、功能完善的文化产业基地，加快数字文化、文化娱乐、创
意设计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繁荣。去年以
来，宁夏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认真实施宁夏宣传思想文化“十大
工程”，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
地。主动肩负媒体文化责任，传播先进文化、引领人文精神，
用有情怀、有温度、有感染力的报道，推动我区文化繁荣发展。

“新闻工作者担负着传承社会文明的重任，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宁夏鼓与呼是我们的使命所在。近年来，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多角度展示奋进中国梦的故事，开设‘宁
夏故事’‘艺术风尚’等专栏，创新开设‘六盘山文艺副刊’等
新媒体品牌栏目，广泛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全国人大代表
李东梅说。

“只有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始终确保新时代文化强区建
设行稳致远。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打造文化兴盛
沃土、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奋斗目标。”李东梅认为，把坚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
突出位置，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大力开展重大主题、发展成就、先进典型宣传，讲好宁夏故事，
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
要作用。同时，培育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
模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文化需求。

代表议 推进文旅融合、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