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
证

从
三
位
人
大
代
表
履
职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实习生 程俊豪

“人大代表要真正做到是人

民的代表。”新中国第一批当选

的人大代表朱家骝寄语后来者。

“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不

说实话可不行。”连续当了3届

市人大代表的张华义经常提醒

自己。

“选民投票给我是对我的信

任。我必须时刻铭记代表职责，

为他们发声，带动家乡发展。”市

人大代表、永川吉安镇石松村党

总支书记周先进时刻不忘自己

肩上的担子。

……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70周年。近日，记者对话

三位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背景

的人大代表，聆听他们的履职点

滴，感受他们对人民群众的深

情，对人大代表职责的坚守，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信。

70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人大代

表薪火相传、续写为民发声的时

代华章。三位代表以各自独特

的视角和经历，立体展现人民当

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周先进，33 岁，永川区吉安镇石松村党总
支书记，2022 年当选为市人大代表，围绕乡村
振兴提出系列建议。

朱家骝，96岁，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成
员，曾担任北碚区、市中区税务局局长，新中国第一
批当选的人大代表。

张华义，72岁，涪陵区原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1996年当选市人大代表，并连续当选三届，在此期间
共提出2000多条建议。

“人民群众郑重地投票给我，说明大家信任我、
认可我。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耀，更是沉甸甸的责
任。”近日，在大渡口区一家养老机构，96岁高龄的
朱家骝老人向记者展示他珍藏了70年的一张“当选
证书”。

这张“当选证书”，纸张因年代久远，有轻微的
折痕和泛黄。只见证书上写着：“朱家骝当选为重
庆市第六区（即北碚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字
迹为手写体，清晰工整。证书底部的红色暗花纹路
有些褪色，但选举单位和负责人的印章依旧鲜红夺
目。“这张证书不仅是我当人大代表的见证，更是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实施的见证。”

朱家骝是新中国第一批人大代表。1949年，身
为南京人的他刚大学毕业，就响应党中央号召，加
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解放
大西南，参与到重庆的治理建设中。4年后，25岁的
朱家骝在北碚担任税务局局长。正是这一年，新中
国历史上首次人大代表选举拉开帷幕。

“开天辟地头一回，群众的热情十分高涨。”朱
家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1953年群众投票普选时的
情景——

当年5月，重庆市第六区选举委员会成立，普选
在北碚各个选区正式拉开帷幕。他所在的朝阳选
区随即召开了选民大会。那天，大会原计划在上午
10时开始，通过登记和资格审查的选民群众早上六
七点就赶来了，大家争相观看展板，了解代表候选
人的基本情况，询问投票选举的步骤。

10时整，在热烈的掌声中，选民大会正式开始，
选民群众随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部分群众文化程
度不高，但也一笔一划非常认真地填写选票，最后
用双手郑重地将选票投入票箱中。

“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参加人大代表的
普选，选民群众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这
代表着人民群众真的当家作主了。”回顾那一刻，朱
家骝心潮澎湃。

最终，朱家骝和另外25人在朝阳选区当选为北
碚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选那天，街坊邻
居敲锣打鼓上门庆贺，单位还专门开了庆祝大会，
这让朱家骝既感到光荣，又感到重任在肩。

经过近7个月的选举，到1953年12月底，全区
30多个选区相继完成了普选工作。根据《北碚区人
大志》中的记载，北碚共有12万余名选民，选出了
178名区人大代表。

1954年，中华大地上正发生着一件立国安邦、
承前启后的大事——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
出炉。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全国人民广泛参与到宪
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中。身为区人大代表的朱家骝
也到农村、进车间，在群众中收集大家对宪法草案
初稿以及地方治理发展的意见。“当时内心很忐忑，
不知道群众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不知道群众对我们
的工作是否满意。”

看到人大代表来了，群众都很高兴，能参与宪
法的制定、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大家都特别积极
主动，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的想法告知朱家骝。
前前后后，朱家骝共收集到六七十条意见建议，并
一一记在了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在这些建议中，有不少是关于“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建议。比如，做好工农业生产工作，积极稳步
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加强对市场的领导和对资
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提升
城乡文化教育水平等。朱家骝一一整理后，提交给
了上级有关部门。

“为更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更有效地收集民情
民意，当时还设立了意见箱、选民接待室等。”朱家
骝所在的朝阳选区代表小组，收到群众对当地菜市
场脏乱差情况的投诉，于是，人大代表向区政府提
出改造完善菜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议，得到了区政府
的批准并拨款建设。群众得知后非常高兴，40多位
当地居民自愿出工出力、不计酬劳，参与到菜市场
的升级建设中，菜市场提前半个月建成投用。

1954年7月19日至20日，重庆市第六区第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当地著名的文教公
共建筑——北碚工人会堂隆重召开，朱家骝等160
名区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大会充分发扬民主，代表
们热情高涨，听取审议政府工作开展情况和下半年
工作安排，提出意见建议，选举出了区长和出席重
庆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次大会共收集到人
大代表提交的提案（代表建议在当时被称为提案）
1200件。

“选举人大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群众积
极讨论参与国家大事……这些是千百年来老百姓不
敢想的事情，在新中国变成了现实。”每次回想起那段
时光，朱家骝都难掩激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让人民
实现了当家作主。因此，要多联系群众，多深入群众，
多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真正做人民的代表。”

这是一个跨越70年的老代表对后辈的深切嘱
托。

“首次选人大代表，群众的热情十

分高涨，把当家作主看成是一件非常神

圣的事情”

11个街道、14个镇、2个乡，近10万公里路
程……这是市人大代表张华义在当选16年人大
代表期间走过的路。

张华义，涪陵区原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1996年当选市人大代表，一当就是三届，在此期
间共提出2000多条建议。最多的一年，他共提
了113条，是提出建议较多的市人大代表之一。

这么多建议是怎么来的？“都是我‘走’出来
的。”张华义说。

原来，在工作之余，张华义经常利用业余时
间一边走一边发现问题。“每当群众反映的问题，
通过我的努力得到解决，我心里就特别欣慰。我
没有辜负群众投给我的选票。”近日，记者来到张
华义代表家里，聊起曾经当人大代表为民奔走的
经历，72岁的他精神抖擞、笑容和煦、谈笑风生。

张华义是原市中区（现渝中区）人，早年下乡
当知青，后在垫江教书。1984年，他调任涪陵地
区教育部门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当上代表的第一天，母亲告诉我：‘手莫伸，
嘴要张’。也就是不伸手拿群众的东西，但要坚
决为群众发声。”张华义清清楚楚记得那时母亲
对自己的叮嘱。

张华义的妈妈曾是原市中区兴隆街道调解
委员会委员，1954至1964年当选为区人大代表，
提出了不少化解居民纠纷的建议。“她当代表时，
常常把群众的呼声，传递给党委、政府，为群众办
了很多实事，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张华义回忆
说。

1997年重庆直辖，城乡发展和民生事业迎来
了新的机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需要
从一个个民生诉求的满足中得以体现。张华义
反复琢磨，怎么才能为群众发声，很快他把视线
投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上。

张华义发现，许多乡镇的基层消防站只有一
辆消防车，“一旦多个地点失火，有限的消防力量
很难兼顾。”

“多备一缸水、多装一箱沙，或许就能救一家
子的命。”思考许久，张华义向当时的公安消防部
门建议：只要有条件，居民的后院都应该配置一
个消防缸和消防箱，缸内随时装水、箱内随时装
沙，以便发现火情能第一时间应急处置。当地消
防部门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惊喜，认为“投入
少、简单实用、效果好”，立即着手实施。

在涪陵区一次人大代表与当地干部的座谈
会上，有干部抱怨，现在部分群众的道德素质低，
马路边明明有厕所，却放任自己的小孩在旁边随
地大小便。张华义听了觉得很奇怪。于是专门
抽时间在街区步行，观察公厕的使用情况。没几
天，他还真在一处商业步行街上发现了这样“没
素质”市民——一位母亲让自己的孩子直接在厕
所旁的花台上“方便”。

张华义凑上去询问，这位母亲却面露难色。
原来，她担心儿子独自进男厕会遇到困难，而自
己又不方便将儿子带进女厕所如厕。类似的情
况也发生在爸爸带小女儿、异性保姆带行动不便
的残疾人上。

思来想去，张华义想到一个办法：他建议有
关部门在新建公厕时，在男厕和女厕的基础上，
再新增一个独立空间“无性别公厕”，也就是后来
所熟知的“第三公厕”，便于家长陪伴未成年人以
及帮助残疾人如厕。这条建议得到市有关单位
的高度重视，对有条件的公厕进行了改造，并在
之后新建公厕时尽量配套建设“第三公厕”。

在琢磨“第三公厕”的时候，张华义又发现了
一个问题：在餐厅、电影院、商场等一些人流量较
大区域的卫生间，女性如厕需要排队。进一步了
解发现，女厕位数量偏少。经过调研，他又提出
建议：对公共卫生间女厕逐步进行改造以增加厕
位数；在规划建设公厕时，应将男女厕位数从1∶1
调整为1∶2或2∶3。

此外，他还提出了“在十字路口安装摄像
头”“调高儿童身高线”等许多有用实在的建议。
因建议大多与民生有关，他成为群众眼里的“民
生代表”，并连续三届当选，直到2012年退休。

退休后，张华义还在继续关心社情民意，关
注年轻一代人大代表的履职情况。“履行人大代
表职责必须逗硬，才不辜负选民的投票。希望比
我年轻的人大代表，能继续为民发声、说实话、求
实效。”张华义说。

一年提了113条建议的代表

张华义：
“边走边发现问题，履行人大代

表职责必须逗硬，这样才不辜负选民
的投票”

近日，在永川区吉安镇石松村，市人大代
表、石松村党总支书记周先进在农田里来回穿
梭。平田、看水、施肥、除虫……动作干净利落。

周先进是“90后”，他脚下的这片土地正是他
土生土长的地方，哪里有条小道、有个缓坡，他都
一清二楚。2014年从兰州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
他入职一家化工企业，一年后成为生产技术主
管。村里的老支书万毅看着他长大，知道这位沉
稳的年轻人有一股子闯劲、韧劲，于是临退休时，
打电话给周先进，邀请他返乡。

“我要摘掉家乡的贫困帽，把乡亲们带上致
富路。”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邀请，以本土人才
的身份回到了家乡。2019年，周先进因为工作
出色当上了石松村党总支书记，他努力扶持困
难群众搞养殖、外出务工，提高大家收入。最
终，石松村51户153名贫困群众全部脱贫，石
松村也摘掉了市级贫困村的帽子。

尽管带领全村实现了脱贫，但周先进仍感
觉“不托底”。因为村子里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
来自外出务工，村里特色产业不强，“造血”功能
不足。

周先进带着村两委的同志找到农业专家
“取经”。经过调研思考，决定发展优质水稻种
植，同时积极打造品牌，拓展销售渠道，提高优
质农产品附加值。

为了给乡亲们“打个样”，周先进在村子里
的试验田种下12种稻米，最后筛选出“渝香稻”
等3种适合村子种植的优质水稻。

之前种植的水稻品种，每亩能产450公斤，
每公斤卖到2.4元。现在种植“渝香稻”，亩产
提高到500公斤，每公斤卖上3元，效益可观。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优质水稻种植逐渐发展
起来。

2022年，因工作成绩突出，周先进当选为
市人大代表。“以前当村支书，想的是带领大家
增收致富。现在当了人大代表，我更想听听乡
亲们对村子今后发展的建议和未来生活的打
算。”

走访中，周先进发现，许多家庭的孩子是留
守儿童，缺少家庭的关爱，容易遭受霸凌。于
是，他提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在中小学配备法
治副校长，检察院、法院等多部门参与校园霸凌
治理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

针对村里产业基础设施不足的短板，他积
极运用人大代表身份，向有关部门和单位反映
石松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改善等需求，得到
市农委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村里的水稻产业发展起来后，周先进又带
领大家探索“稻鱼共生”种养模式，引导农户学
习淡水养殖技术。为了实现“自产自销”，他组
建了梦康农产品销售股份合作社，与当地20多
家单位建立了长期供销合作关系。

周先进还联合毗邻的吉安镇寒沪村、黄沙
村和四川泸县立石镇的下辖村，成立川渝首个
跨省市强村公司，并被推选为公司董事长。周
先进知道，作为人大代表，他有义务去带动更多
人一起致富奔小康。

在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周先进还把在乡
村振兴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形成建议。
比如，如何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如何开拓销售市
场、本土人才如何吸引回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如何管理等，助力政府部门出台持续推动乡村
振兴的相关政策。

“人大代表的身份，让我时刻提醒着自己，
与群众靠得近一些、更近一些。”周先进说，自己
不仅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头雁，更要主动倾听和
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成为选民的贴心人，真正
做人民的代表。

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90后代表

周先进：
“不仅要当好领头雁，更要成为

选民的贴心人”

新中国第一批人大代表

朱家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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