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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文 馨

赵志锋 经过多年努力，甘味

品牌已成为甘肃农业产业发

展的亮丽名片，在全国具有较

强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进一

步明确甘味农产品品牌培育、

认定、推广、保护、创新等工

作，《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

培育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已由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条例》对品牌认定、目录

管理、产品质量监管、品牌监督

管理、品牌营销和保护等工作

作了具体规定。

　　关于品牌认定和目录管

理，《条例》规定甘味农产品

品牌实行认定和目录动态管

理制度，规定甘味农产品品

牌认定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市场监

管、商务、卫生健康、林草等

部门制定。对因条件变化不

再符合甘味农产品品牌标准

或者违反甘味农产品品牌管

理规定的，应当从甘味农产

品品牌目录中予以清退。

　　关于产品质量监管和品

牌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和

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加强甘

味农产品质量监管，定期或

者不定期开展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查、监测，保障甘味农产

品品质优良。规定省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市

场监管、商务、卫生健康、林

草、交通运输等部门制定甘

味 农 产 品 品 牌 监 督 管 理 办

法，加强对甘味农产品品牌

授权、标识使用、产品质量等

的监督检查。

　　关于品牌营销和品牌保

护，《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

当 会 同 商 务、文 旅、市 场 监

管、交通运输、供销等部门和

单位，建立健全甘味农产品

营销支持保障体系，支持建立统一标准、统一标识、

统一认定、规范管理的省内外甘味农产品营销中心

和互联网销售平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商务、林草、公安等部门应当建立联动机制，

加强对甘味农产品品牌的保护，依法查处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假冒地理标志等违法行为。

　　《条例》还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等部门应当建立甘味农产品品牌保护举报投

诉制度，公开举报投诉渠道。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

侵犯甘味农产品品牌权益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受

理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举报投诉事项

作出处理。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甄炎龙  梁学丽

　　“自从许昌市人民检察院制定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机制后，人大代表与政协

委员意见与建议的办理反馈更加规范及时，我们的

建议更受重视了，肩上的监督责任更大了。我们虽

然不监督个案办理，但对类案如何高质效办理要加

大监督力度。”近日，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

的3起轻微刑事案件办结后，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杨鑫炜第一时间向关注此类案件的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相卿通报相关情况后，孔相

卿说。

　　2023年2月，孔相卿当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不

久，许昌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赵艺林带领杨鑫

炜等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到禹州市神垕镇上门走访，征

求其对检察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孔相卿结合自己的所

见所闻指出，神垕镇地处山区，因邻里纠纷、民间矛盾

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较多，如果全部追究嫌疑人的刑

事责任，可能会激化当事双方的矛盾，不利于基层的

社会稳定和基层社会治理，建议检察机关践行司法为

民的理念，加强法律监督，在办好群众身边的小案中

守民心、护民生。

　　许昌市检察院向禹州市检察院发出人大代表

建议交办通知，对孔相卿的建议实行“案件化”办

理。禹州市检察院经充分研判，决定建立轻微刑事

案件治理工作机制，通过简案快办、公开听证、释法

说理等方式，推动案件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切实把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与建议办理作为检察机

关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强大动

力。截至目前，禹州市检察院办理邻里纠纷引发的

故意伤害类案件115件，矛盾化解率61.4%，不起诉率

42 . 7%。杨鑫炜说：“在检察履职中主动接受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的监督，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将拓宽

群众有序参与和监督司法渠道的要求落到实处，助

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近年来，许昌市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最高检“要

完善检察履职办案方式，推动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

理”工作要求，指导基层检察院建立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机制，制定相关工作标准等

制度，推进监督事项“案件化”、规范化运行，并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提案及意见与建议中挖掘与检

察监督相关的问题、需求、对策等案件线索，依照受理

立案、分案交办、组织办理、跟踪督办、转化运用、结案

归档等流程实行“案件化”办理，合力推动基层社会治

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切实以外部监

督促检察履职提质增效。

　　今年1月，河南省人大代表王代涛在河南省人

大会议期间提出建议，检察机关要加强法治宣传，

从源头上预防、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发

生。襄城县两名政协委员也在县政协会议上提交

“对未成年人加强教育保护的提案”。许昌市两级检

察机关收到相关建议后，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和治理作为重大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针对全市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的倾向性、趋势性问

题，开展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对许昌市建设专

门学校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形成《关于建议建

立许昌市专门学校的报告》，专题呈报市委、市人大

常委会，得到市委领导批示肯定。

　　“借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力量，增强未成年人

检察监督刚性，持续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织密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的保护网，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撑起法治蓝天。”赵艺林表示，许昌市检察机关将

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机制为

抓手，做优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真监督”“建真言”，营造检察机关自觉接受

监督、群众理解支持的良好氛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许昌检察机关注重人大代表监督事项“案件化”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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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莹  文/图

　　每年8月中旬的开渔期，林华忠都会早早来到澳角

村码头，与渔民家属一起，见证全村上百艘钢质渔船鸣

着汽笛，竞相驶出，整个海面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大家

踮起脚尖，凭栏远眺，希望渔民们出海平安，满载而归。

　　“2003年，一场强台风袭击了澳角村，我亲眼看到

它掀翻了村民的木质渔船，摧毁了大家赖以生存的渔

港。”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东山县澳角村党委

书记林华忠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澳角村三面环海，土地资源紧缺，村民靠海吃海，

多以捕鱼为生。可在当时，村民出海都是驾驶木质渔

船，安全事故频发。

　　林华忠决定放弃经商，带领大家攻克渔业安全生

产难题。

　　2006年8月，林华忠当选澳角村村委会主任。他上

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全村“船老大”到其他渔

村参观学习钢质渔船发展经验。

　　回来后，林华忠迅速协调农村信用社支持发放贷

款，鼓励党员代表率先发展钢质渔船，开始了一场“木

改钢”的渔船革命。

　　“事实证明，钢质渔船安全性能好，产值效益比木

质渔船翻了3倍。”林华忠说。

　　全村渔民纷纷效仿，仅5年时间，全村钢质渔船

达200多艘。

　　林华忠还牵头成立了海上党支部，及时应对海

上突发事件，并在渔港建设上下足功夫，将原有的

二级渔港升级为国家一级渔港，切实解决渔民生产

安全问题。

　　十几年来，澳角村改变的不只有渔船和渔港，

更是完成了从“报纸订不起、电话费交不起、煤油灯

点不起”到现在“看海面，满港新船；看地面，满村新

房；看山面，郁郁葱葱；看人面，喜气洋洋”的华丽蜕

变。作为土生土长的澳角人，林华忠既是见证者，更

是推动者和建设者。

　　2014年10月，林华忠开始担任澳角村党委书记，他

渐渐看到了互联网日新月异的发展。

　　“让海产品‘游’上互联网，是我必须要做成的一

件事。”林华忠的话掷地有声。

　　2015年，林华忠组织召开电商动员大会，利用原有

的水产品加工企业、养殖业和已经自发形成的十几家

电商企业，组建了电商党支部和电商协会，并多次聘

请专家加强养殖高优产品和网络销售技术指导，在资

源共享、价格参照、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售后服务等

方面打造“澳角品牌”。

　　2018年，澳角村投入180万元建设电商文化旅游一

条街、电商服务中心、生态海鲜体验馆，以吸引商家入

驻，拓展多元化网络销售渠道。第二年，全村的电商企

业就达100多家，销售额达4亿元，带动就业500多人。

　　为确保电商货源与质量，林华忠在一次安全生

产会议上发出倡议，让全村每艘渔船配备两个大型

冰柜，将捕捞上来的鱼第一时间速冻，形成生产、加

工、销售一体化，使每艘渔船的渔获价值每年增加

10万元至20万元。

　　地处东南海岛，澳角村依山傍海、风景秀美，有

“全国最美渔村”之称。这几年，林华忠又开始思索：

“如何才能整合资源、开拓多元产业，挖掘渔村特色旅

游的发展潜力？”

　　在他的积极争取下，妈祖文化公园、兴海景观大

道、海上餐厅、海峡艺术馆、渔家诗歌摄影展厅、海柳

雕刻展厅等旅游配套设施相继建成，全村民宿已发展

至40多家，海上观光游艇、近海作业体验船也有几十

艘，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渔家特色旅游新模

式，每年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达10万人次。2023年，

澳角村人均纯收入达5.8万元。

　　在带领乡亲们发展好海洋经济和地方特色产业的

同时，林华忠不忘心系国家大事，关注民生热点难点，提

出了“加强闽南建设，促进祖国统一”“支持东山县深化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加快远洋发展，保护海洋生态”“加

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打造福建‘海丝’名片”等建议，尽

职尽责履行着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光荣职责。

　　最近这段时间，澳角村备受关注，“火”出了圈。随着

前来观光“打卡”的游客和学习“取经”的单位越来越多，

林华忠比以前更忙了，也经常需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刚开始面对记者和镜头，林华忠显得有些紧张，可

一聊起澳角村的变化，他就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

　　采访结束后，记者与林华忠互留了联系方式，大

家发现他的微信名就叫做“天涯澳角”，他幽默地说：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走进澳角，了解澳角，赞美澳角，

我在‘天涯澳角’等你！”

全国人大代表林华忠：

我在“天涯澳角”等你

  遇到村民有事来访，林华忠（右）“移动办公”，及时解决村民遇到的问题。

代表风采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林继亮  文/图

　　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东瓯古城里，隐藏着一处

清静古朴的千年古坊——— 墨池坊。相传东晋时期王羲

之任永嘉郡守时，每日在此临池作书，搁笔洗砚于池，

日长岁久整口池水都被染成墨色，故称墨池。

　　这里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的街巷格局和完整的古宅

院落群，是古城的瓯越文化核心区。

　　2023年以来，随着墨池—东瓯王庙—华盖里历史文

化街区改造提升工程全面启动，温州市、鹿城区创新实

施民间活态博物馆集群发展的新思路，对墨池坊古宅

院落进行保护性修缮，修复立面，盘活空间，打造东瓯

特色庭院集群，吸引大量游客前来研学观光，仅今年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游客就达35万余人次。

　　温州历史文化街区发生了精彩蝶变，老庭院演绎

新故事，老街区焕发新生机，背后凝聚着温州市人大常

委会持续推动历史文化保护的担当作为和执着坚守。

绘好名城保护规划蓝图

　　2016年10月20日，温州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听取

和审议了市政府提请的《温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修编）》的议案及说明，依法作出关于同意该规划

修编的决定。

　　温州古称瓯，为东瓯王国故地，是一座拥有5000

多年文明史、2200多年行政建制史、1700多年建城史的

历史文化名城。

　　1991年，温州被浙江省政府列入第一批省级历史文

化名城，随之编制的第一版《温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

划》作为《温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浙江

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为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3年，经浙江省政府同意，温州市启动了为期三

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工作。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调研组深入历史街区、历

史地段、文化村镇等进行调查研究，向市政府提出关于

扩大规划范围、深挖历史文化名城核心价值、健全规划

层级和保护体系以及全面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

貌带、优秀工业遗产等建议。

　　温州市政府充分吸纳、高度重视，修编的新版保护

规划从市域广角重新审视历史文化价值，充分体现了

“倚江、负山、通水”的山水斗城格局，突出了永嘉学派

事功思想为内核的瓯越文化。中心城市保护规划除了

重点保护历史城区和温瑞塘河风貌带，还增加了历史

城区之外的瞿溪老街、寺前街、梧田老街、宁村所等4处

历史文化街区，新增面积87.15公顷。

　　2016年4月，温州被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守护温州千年历史文脉

　　2023年大年初一晚，以“山河共华章”为主题的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播出。

　　这是春节戏曲晚会开办33年来首次移步户外。

第一站选择在南戏故里温州录制，以中国现存最早

的完整戏曲剧本《张协状元》的编撰地温州九山书会

为主舞台。

　　温州是南戏发源地，永嘉昆曲作为南戏嬗变、衍化

的产物，是温州最古老、最具地域特色的剧种，被誉为

研究南戏的“活化石”。2001年，永嘉昆曲作为昆曲子项

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名录，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如何让南戏遗响弦音不绝，让“戏从温州来”深入

人心，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在赓续历史文脉上展现担当，

以立法之弦助力弹唱永昆故曲新声。

　　2024年4月23日，温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温州市永嘉昆曲保护条例》，让永昆

这朵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曲奇葩再次绽放、引人瞩目。

　　这一条例的诞生，历经近两年的研究论证、精心打

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员多次走访剧团，征集意

见建议，老中青少几代永昆人的许多想法与诉求，在条

例里均有体现。条例通过后，永嘉昆曲名家、国家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媚媚立即在微信朋友圈将好消息分

享给亲朋好友：“我们的诉求被采纳，深受鼓舞，新一出

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胜海介绍

说，这部条例从保护原则、管理职责、保护体系、改革创

新、展示传播等方面进行规定，助力永昆唱响新声。

　　泰顺县的廊桥是浙闽山区遗存的历史文化瑰宝，

其传统营造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廊桥保护面临一些“成长的

烦恼”。

　　2020年12月23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使泰顺廊桥及其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有法可依。

　　这部条例是温州取得地方立法权后首部涉及历史文

化领域的立法项目，也是全国首个廊桥保护专项立法。

　　“条例最大特色在于整体保护的立法理念。”温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旭东说：“比如一座廊

桥，它的周边可能会有屋舍、碑刻、牌匾等。我们将这

些附属物或者有关环境要素都纳入了保护名录，予

以整体保护。”

　　一部东瓯史，半部在塘河。

　　早在获批行使地方立法权之前，温州就已经注重

借助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推进历史文化保护

工作，2009年制定的《浙江省温瑞塘河保护管理条例》，

就特别强调“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创新温瑞塘河历史文

化”。2011年，在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翁锦武牵头

下，成立了市温瑞塘河环境与文化促进会，编辑出版了

《塘河文化丛书》，深入开展塘河历史文化探索研究。

　　近年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其他地方性法

规的时候，也时刻不忘挖掘保护本土特色历史文化。

比如，《温州市楠溪江保护管理条例》规定楠溪江保护

范围内建设项目“应当充分体现楠溪江流域文化特

色”。《关于促进和保障洞头海上花园建设的决定》规

定，“充分挖掘海洋海岛文化底蕴，发扬优秀海岛传统

文化，弘扬海霞精神”。

　　张胜海介绍，目前，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已将江心

屿、明清海防遗址、宋韵文化、瓯塑瓯绣瓯窑等保护一

一列入立法计划，加大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力度。

助力东瓯古城焕发生机

　　五马街作为温州古城商业中心，早在1984年就与北

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同时获评首批国家级步行街。

　　这条老街，承载了海内外温州人的乡愁。

　　在改造提升之前，五马街总长度只有424米，曾一度

人气萧条，不复当年繁华。

　　2017年，温州市委决定建立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

设指挥部，由市人大常委会领导牵头联系指导，鹿城区

委、区政府具体负责推进重塑古城风貌，加强古城文化

保护，提升历史街区经济活力。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人才优

势，立即组织开展专题调研、专项监督、代表视察等活

动，指导市、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指挥部制定了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工程未动，文化先行。为工程设计提供文化剧本，

是这次改造的最大特点。

　　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陈铣介绍

说：“为挖掘温州千年郡城文化精髓，我们累计整理涵

盖文史、绘本、照片、文集等各方面内容的文史资料1000

余本，梳理建立了近百个专项文化档案。最终，从古城

老街、坊巷制度、温州开埠、历史名人等角度，策划编写

了街区文化脚本。”

　　如何让人们“走进一条街，读懂一座城”？

　　市、区指挥部从文史资料中一点点挖掘逝去的文

化元素，提炼形成东瓯古城“五千三百”文化序列，全面

展示五马街—蝉街“十二景”、公园路“十景”、中山公园

“十二景”，打造了温州科举展示馆、府学文庙展示馆、

东山书院等文化展示精品项目，成为让人们“留得住历

史、记得住乡愁”的社区博物馆。

　　复兴传统老字号，融入时尚新元素。

　　如今，从晚清风格的公园路漫步到民国风情的五

马街，再来到民国风情与现代元素混搭的蝉街，游客可

以一路感受这个历史文化街区的风情万种。

　　以“复兴千年东瓯古城”为目标，鹿城区坚持“整

体谋划、分区推进”的原则，谋划实施古城“四片一

段”保护格局，以五马街为突破口，形成以蝉街—五

马街—公园路1.4公里为主轴、14条背街小巷为脉络的

“鱼骨式”商贸步行街区，以墨池坊“一坊六院”为肌

理的东瓯特色庭院集群，以九山书会为依托的沉浸式

南戏体验公园。

　　整个古城千年斗城完成新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后，焕发年轻态，彰显生命力，厚植新内核，逐渐成为集

文、商、旅、居等为一体的复合型文旅融合标杆地。

　　“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

　　北宋时期，温州知州杨蟠将温州古城规划为整齐

美观的三十六坊。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建设指挥部以“温

州三十六坊”为名建立微信公众号，并编辑推出《人物

满东瓯》精选集等书目，深入宣传温州独特的瓯越文

化，搭建涵盖温州全境的“东瓯文史资料库”，使之成为

海内外温州人了解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

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王旭东介绍说，近年

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职、主动作为，积极开展

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发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民办博物馆建设等专

题监督调研，使历史文化名城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延

续，全面助力温州打造新时代文化新高地。

  改造后的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留得住历史 记得住乡愁
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保护历史文化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