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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2018，市人大常委会在
“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民
生建设”等事关我市发展大局、
群众普遍关心的诸多重点领域，
切实为民发声、为民履职、为民
谋利，为推动镇江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一：高质量发展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力督办“关于加大有效
投入，加快产业强市，推进高质
量发展”1号议案，聚焦科技创
新、知识产权保护、营商环境三
大关键问题，推动各项政策执行
到位；督办“加快低碳建设，推进
绿色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运用，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等重要建议，推动将低碳优势、
知识产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开展“地方立法与营
商环境建设”课题调研，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督办镇江国家级高
新区建设的审议意见。

——助推经济平稳健康运
行。依法监督财政总决算、计划
和预算执行、同级审计发现问题

的整改；召开政情通报会，人大
代表围绕产业强市、长江保护和
发展、知识产权保护、脱贫攻坚、
医养结合等专题发言，加大跟踪
督办力度，助推完成人代会目
标；积极推进预算联网监督工
作，规范预算联网监督系统的管
理、维护和使用；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部署，起草《关于建立市
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首
次审议市政府年度国有资产管
理综合报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
产的专项报告，加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

——助推乡村振兴。审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情况的报告，
跟踪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督办

“进一步提升我市乡村水环境治
理水平”重要建议，推动政府疏
浚县乡河道75条，村庄河塘634
条（座），遏制全市乡村水环境恶
化趋势；制定《镇江市农村公路
条例》，推动加强农村公路的规
划、建设、养护和管理，促进农村
公路事业发展。

关键词二：生态保护
——突出法治引领。推进实

施《镇江市长江岸线资源保护条
例》，推动落实长江经济带“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将生态保护作
为立法重点，突出山体保护制定地
方性法规，创新设立“山长制”、山
体分级保护制度，切实保护镇江

“城市山林”的独特风貌；完善市政
府向市人大或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环保工作机制，专题审议2017年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2019－2020年突出环境问题清
单制定和落实情况；深入开展涉及
生态环境保护的3部地方性法规
和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的专项清
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

——开展专项评议。结合
督办“加快重点片区环境综合整
治”议案，组织对市公安、国资、
国土资源、环保、规划、城管、交
通运输等部门专项评议，进一步
完善评议机制，强化对环境整治
项目的全过程推动，推进涉石企
业整治、企业治污、宕口治理等

突出问题的解决。
——组织执法检查。按照

“法律巡视”的要求，对我市首部地
方性法规《镇江市金山焦山北固
山南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进
行执法检查，通过座谈会、书面问
卷、网上调查等形式收集意见建
议，推动政府切实加大整改力度，
有效提升“三山”南山保护成效。

关键词三：民生建设
——积极推动民生实事。

对政府民生实事，年初制定督办
责任清单，全年持续跟踪推进、
全程监督，年底主任会议听取情
况汇报。通过清单化监督、对标
式找差、持续化跟踪，推动政府
相关部门兑现承诺，危房改造、
新建应急避难场所、新增护理型
养老床位等一批项目提前完成。

——持续关注民生热点。
集中视察城建重点工程，持续督
办“旧城改造”进展，推动现代山
水花园城市建设；听取医保政策
优化、深化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
情况，加大“加快推进医养结合”
重要建议督办力度，切实推动“三

医”联动改革；审议职业教育发展
情况，督办“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重点建议；制定《镇江市
消防条例》；审议文化产业发展情
况；督办“加强电梯安全管理”重
要建议；调研女职工劳动权益保
障工作；督办重点信访件，依法协
调解决涉诉涉法问题。

——努力化解民生难点。
顺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
期待，听取市中级法院汇报，推动
案件执行质效迈上新台阶；审议
检察院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
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专题视察
刑事检察工作，推动检察司法体
制改革稳步有序推进；常态化开
展“五级人大代表统一接待日”活
动，全市五级人大代表2500多名，
深入335个选民接待点，接待选民
934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和诉
求4581件，并全部交办答复。

（人大办公室）

人民有所呼 我必有所应
——2018年市人大常委会工作三大关键词

一篇散文打捞起
半个多世纪前记忆

2018年12月26日，《金山》杂
志公众号的一个栏目上刊发了嵇
钧生的作品《宜居镇江故乡思
怀》。他远在云南的一位同学看
到这篇文章，并推送给他们现居
武汉的另一位同学陆永余。陆永
余想办法找到《金山》杂志的电
话，请杂志社编辑刘玉英帮忙联
系作者嵇钧生。热心的编辑刘玉
英立刻通过电话找到现居北京的
嵇钧生，告诉他陆永余正在找他
的消息，嵇钧生得知后非常激动，
他告诉刘玉英，多年来他也一直
在寻找陆的联系方式。

嵇钧生回忆，他和陆永余先
后在穆源小学和省镇中同学，最

后一次联系大约在 1962年，此后
最初还有联系，后来因双方工作
单位变动，失去联系。多年来，他
们一直在互相打听彼此的下落，
没想到，现在通过《金山》杂志意
外地联系上。

1月 2日，两位耄耋年纪的老
同 学 终 于 在 近 60 年 后 重 获 联
系。几天来，他们电话、视频、微
信不断，诉说着离别后的思念之
情，回忆在镇江同学时的种种往
事，告知彼此的人生经历。在重
新联系上的当天，陆永余激动地
多吃了半碗饭。陆永余还告诉嵇
钧生，自己回镇江曾到他幼时住
过的老家找过他。

嵇钧生现为我国航空领域从
事光学精密机械研究的专家，陆
永余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
下，两位当年的学霸，都在各自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无私奉献，
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们都是镇江的骄傲。

陆永余，
得慰相思“可多活几年”

陆永余，1935 年出生于镇江
宝盖路福建会馆陆家花园，祖父
有兄弟 4 人，生有 7 个子女，陆永
余是家里的长房长子长孙。家里
原先经营花园，负责镇江市区的
鲜花供给。

陆永余幼时，父亲在武汉工
作，家境贫困的他未能按年龄上
小学，抗战胜利后，是好心的邻居
资助他到薛家巷小学上学，1946
年他跳级考进穆源小学读 5 年
级，当时嵇均生读4年级。

两年后，陆永余小学毕业升
入省镇中。1949 年寒假，因患阑
尾炎，无钱治疗，把自己典压给别
人借到 10个银圆，病好后缀学帮
债主摆摊卖香烟。陆永余回忆，
1949 年 4 月 23 日，他亲眼看到解
放军进城，队容整齐，深受感动。

1949 年 7 月的一天，当时省
镇中的马老师，看到陆永余趴在
香烟摊上做数学题，问他为何不
去学校读书，得知他因无钱失
学。马老师告诉他，现在是新中
国，读书不要钱。在马老师的帮
助下，陆永余重新回到省镇中课
堂。担心自己跟不上高二功课，
他选择复读高一，遂和嵇均生成
为同班同学。

陆永余记得，他和嵇均生同
为学校物理兴趣小组的成员，关
系很要好，“我们当时都是学霸。”
他颇为骄傲地说。高中毕业后，
陆永余考取北大，嵇均生考取清
华，“我们双方学校相距不远，那
时联系较多。”

毕业后，陆永余进入武汉铁
路局的教育系统工作，先后担任
中学、大专数学老师，曾获得过全
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荣誉奖章，
合作出版《概率统计辅导》。一直
工作到 70岁才正式退休，至今仍
在担任义务辅导老师。陆永余
说：“我曾因在基层工作自卑，现
在我想通了，不管在哪个学校毕
业，不管文凭的厚薄，只要一生认
真工作，就值得自豪。”

多年来，他忘不了嵇钧生，前
几年回镇江时还特意到嵇家居住
的宝塔路福安里寻找，遗憾的是
由于拆迁，未能找到旧迹。

他自言身体很好，生活幸福，
现在和老同学联系上，“很开心，
不亚于论文答对，更可以多活几
年。”

搞科研工作的嵇钧生
至今保留当年合影

嵇钧生，1936年出生于镇江
福安里，1946 年入学穆源小学。
陆永余在 1948 年送给他的贺年
片上，年长一岁的陆永余谦逊地
称嵇钧生为兄。嵇钧生说，虽然
当时不同级，因学校设施简陋，
小学 5、6 年级合并复式上课，
他得以和高他一年级的陆永余熟
悉。进入省镇中后，他再度和陆
永余成为同学，并至今保留着他
们同为物理兴趣小组同学的照
片。

1960 年，他毕业于北京清华
大学精密仪器系。留校任教几年
后，调入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
所工作。主要专业范围为光学精
密仪器、测试技术、模拟仿真及微
细加工技术。先后主持过十多项
科研项目，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另获国家级新产品等其他奖
数项，著有多本学术著作和论文，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提起嵇钧生的名字，很多镇
江人都有印象。除了学术著作，
他还曾编注出版记录镇江沦陷
时，日寇烧杀淫掠罪行的历史文
献《镇江沦陷记》。编著出版记录
镇江“共产主义播火人”嵇直生平
的纪实书籍《风雨人生路——嵇
直纪实传奇》。他还在多家主流
报刊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很多
人奇怪，作为一名工科生的他，怎
么会写文学作品，他说：“一个人
的知识基础非常重要，我的基础
教育是在穆源小学和省镇中打下
的。”

他深情地回忆道，“那时穆源
小学的一位完老师文学水平特别
高，给我的小学教育打下扎实的
基础。”“省镇中的教育质量非常
好，我们一个班考取清华两个，北
大三个，考取哈工大、南大等全国
名校的有一半多。”

“我们当年是很要好的朋
友。”跟陆永余一样，嵇钧生也无
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对方。多年
来，他在同学群里打听，通过北京
和镇江的同学打听，始终没找
到。他和陆永余都十分感谢《金
山》杂志，感谢编辑刘玉英为他们
牵线搭桥。

嵇钧生几乎每年都会回镇
江，“镇江变化太大，城市在变，学
校在变”。

“我和陆永余都有很重要的
感觉，我们十七八岁离开家乡，为
什么一直忘不了家乡？”他说，“因
为我们基础的人生观和知识，都
是在镇江奠定的。我们没有辜负
故乡镇江穆源小学和镇江中学对
我们的教育和培养。”

（马彦如）

未负家乡教育和培养

镇中学霸校友，失联近60年后再聚首
嵇钧生、陆永余，当年省镇中的两位学霸，分别考上清华和北大，

工作后各奔前程，一个留在北京，一个去了武汉，因通迅不便失联56
年。近日，他们通过《金山》杂志的公众号，得知对方的消息，重新联系
上，感叹岁月流逝之余，更怀念家乡镇江的点点滴滴。

1955年镇江中学物理兴趣小组合影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