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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践行和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浪潮中，无锡
市人大常委会开启了“走进
人大·共话民主”——2025
年“无锡人大开放月”系列活
动。6月19日，“走进人大代
表议案建议督办”活动率先
拉开帷幕，聚焦市人大代表
赵正洪提出的“关于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助力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建设的建议”，以创
新形式、务实举措，奏响了和
美乡村建设的新乐章。

本次督办活动亮点纷
呈，多个“首次”引人注目。这
不仅是新代表法实施后无锡
市首次开展的重点建议督办
活动，也是“无锡人大开放月”
系列活动中的首场代表建议
督办活动，更首次邀请群众
代表、媒体代表与承办部门
面对面问答交流，打破了传
统督办活动的固有模式。

活动现场，人大代表、村
民群众和媒体记者围坐一
堂，气氛热烈而融洽。“普通
村民如何参与村庄规划编
制？”“农田环境整治有哪些
具体举措？”……一个个问题
接连抛出，承载着群众对和
美乡村建设的殷切期盼。各

承办部门负责人逐一回应，
现场互动频繁，协商议事的
氛围浓厚。这种“围坐议事”
的方式，真正实现了双向沟
通，为建议的落地奠定了坚
实基础。

在活动开展前，与会人
员先行参观了江阴市华士镇
龙河村的和美乡村建设成
果。走进华苑新村，平整宽
阔的柏油路面延伸至家家户
户，不少村民早已入住新居，
门前绿植郁郁葱葱，繁花点
缀其间，生机勃勃。村民贡
文清感慨道：“和美乡村建设
提升了居住条件，村民住得
舒适惬意，这是实实在在的
好事！”

龙河村的美丽蜕变，只
是无锡市和美乡村建设的一
个生动缩影。近年来，全市
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在
省内率先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一推三治五化”专项行
动，率先实施全市域长效管
护“红黑榜”评价制度，率先
推动“美丽农居”建设……一
系列创新举措的实施，让乡
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公共
服务更加便利，人居环境更
加舒适，乡村治理更加和谐，

一幅由点及面、整体推进的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格
局已然形成。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过程
中，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市
人大代表赵正洪在调研中发
现，不少农村地区的房屋建
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构
老化、功能不完善，急需规划
重建。然而，在实际进行农
房翻建时，却挑战重重，如统
一翻建模式难以适应各村不

同情况等。
针对这些问题，各承办部

门积极行动，拿出了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市住建局构建
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
导带着干、业务处室具体落
实”的工作格局，加强与市财
政局、市委金融办、市自然资
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
市政园林局等部门间沟通协
调，形成工作合力；市农业农
村局规范宅基地审批管理，加
强农房用地需求摸排，强化和
美乡村系统规划；市财政局出
台奖补政策，大力支持“美丽
农居”建设；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依托规划师下乡工作站，提
升规划编制水平……

市政府相关人士表示，
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
严作风，全力推动农村住房
建设。同时，在确保规划落
地、攻坚重点难点、打造亮点
示范、尊重规律、统筹推进和
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持续发
力，全力做好宅基地审批管
理，以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
更大成效，助力全市乡村环
境面貌从“一处美”向“处处
美”、“一时美”向“时时美”转
变。（晚报记者 潘凡/文、摄）

本报讯 暑期返乡高峰
来临之际，无锡公交集团联
合太湖学院、滴滴出行共同
推出“返乡畅行大礼包”，以
精准服务破解高校学子出
行难题。6 月 20 日至 22
日，三条定制公交专线从太
湖学院直通无锡火车站、无
锡东站及硕放机场，为返乡
学子提供“从校门到站门”
的一站式免费接驳服务，惠
及千余名在校生。

昨天下午1点，三辆定
制公交从太湖学院内部停
车场缓缓驶出，载着首批学
子踏上归途，车厢内，学生
们一人一座，一排排行李箱
整齐码放。据锡巴士运务
分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此
次专线服务基于前期深度
调研，精准解决学生集中返
乡时段打车难、大件行李携
带不便等痛点。根据预约
情况，采取“动态发车”机
制，每日灵活安排3至8个
班次，确保运力与需求匹
配。每辆车还配备安全员
与引导员协助学生搬运行
李，全方位保障出行安全。

“以前要拖着沉重的行
李箱挤公交、坐地铁，现在直
接在校园内上车，座位还是
软座，舒服又方便！”来自西
安的大二学生小曹对这份

“锡式温情”赞不绝口，她给
记者展示了给家人带的伴手
礼——无锡酱排骨，“行程方
便了，我就能多带些无锡特
产给家人尝尝。”大一新生杨
阳的归途更加遥远，老家在
河南的她每次回家要耗费
10个小时左右。“定制公交
可以从学校直达车站，上车
时还有工作人员帮忙搬行
李，让我的旅途少了很多疲
惫，太暖心了。”杨阳直言，以
前，她跟同学拼车到无锡东
站，高峰期很难打到车，且打
车费用很高，一趟下来人均

要花三十至四十元。现在有
了定制公交，不仅省下了打
车钱，自己还能在路上睡一
会儿，为后续的长途跋涉“养
精蓄锐”。

“目前报名学生已有一
千三百多人，非常受欢迎。”
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接下来接驳车还将开进江
南大学，为更多高校学子提
供定制化服务，传递无锡之
暖。未来，也希望有更多学
子可以留锡发展，共同建设
更美好的无锡。

（陈钰洁/文、摄）

当电影《泰伯》宣传片
的画面投射在江苏方志大
讲堂的屏幕上，一段穿越
三千余年的吴地文明密码
被解锁。6月20日，江苏
方志大讲堂举办“考古视
野下的泰伯奔吴及吴地文
明发展”专场活动，重新解
读无锡这座拥有3100多
年文字记载史、6000多年
人类文明史、2500年建城
史的古城。

泰伯南奔梅里（今无
锡梅村），建立句吴国，吴
国在此定都六百余年，成
就了无锡历史上的首个

“高光时刻”。无锡市档案
史志馆馆长接玉松介绍，
如今的无锡已将“崇德尚
贤”写入城市精神，持续修
缮保护泰伯遗迹。尤其值
得瞩目的是，梅村泰伯庙
会作为中国春节习俗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成功申报
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电影《泰伯》的拍摄与宣
传，是古老精神现代化表
达的一种创新尝试。

“泰伯奔吴，不仅是一
个地理迁徙的壮举，更是
一次文明播种的肇始。”接
玉松说，现在要将目光投

向泰伯精神遗产的当代价
值：从泰伯甘于逊位、让贤
南奔的抉择，可以看到他
出忠入孝、家国共构的博
大胸怀；从他断发文身、入
乡随俗的细节，可见其取
信于民、尊重当地民俗的
人格魅力；他筑城护境、浚
渎治水、劝农谕桑的作为，
更凸显其善待百姓、爱民
如子的民本情怀——这便
是孔子赞为“至德”、司马
迁列为“世家第一”的精神
内核。

现场，无锡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还带
来了一场信息密集的“考
古报告”。他以大量考古
发现的遗址遗存和实物，
分析了商周时期“吴”的起
源、迁徙过程。“考古发现
与历史记载之间，正逐步
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关联性
链条。”刘宝山在讲座中展
示了近年梅里遗址考古成
果，严谨推断“泰伯奔吴”

“泰伯居梅里”等重大史事
的深层联系。这些来自地
下的物证，为吴文化这一
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提供
了不可替代的坚实支撑。

（李昕昕）

从“一处美”到“处处美”

无锡人大“围坐督办”和美乡村建设

创新形式：
“围坐议事”开启督办新模式

建设成效：
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直面挑战：
多方发力破解建设难题

校门到站门“一站直达”
返乡定制公交护航学子归途 解密千年吴地文明——

江苏方志讲堂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