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8 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
民族大学副校长王林旭冒着大雪，匆匆从
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九次会议的会
场赶回办公室。穿着深灰色呢子大衣、戴
着浅灰绅士帽的王林旭委员“洋范儿”十
足，不愧是在联合国连续担任了 3 任和平
使者的人。一见面，他就麻利地脱掉皮
鞋，盘腿坐上罗汉床。连帽子也没来得及
摘，他就一口气灌下大半杯热茶，然后满
足地长出了口气，“还是这样舒服啊。我
就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这个山东农民的儿子去年给全国亿
万农民办了件大事——带着 108 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举办了中国农民画精品展。“来了 200 多
个国家驻联合国的大使，还有美国大都会
博物馆馆长、纽约市政厅负责人。”回忆起
当时的盛况，王林旭委员自豪地说，“关键
是让他们看到了朝气蓬勃的中国农民，看
到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伟大成就。”

王林旭委员记得，邀请这些贵宾的时
候，他们还以为会看到一群衣衫土气的

“红高粱”。可是，来宾在展览现场看到的
是来自中国的农民画家们穿着得体的衣
服和皮鞋，站在自己的画作旁侃侃而谈。
上海金山农民画的水船人、东北农民画的

大皮袍子和雪橇、杨柳青农民画的戏剧人
物，饱满的颜色、直白的表达、夸张的构
图，逗得外国观众哈哈大笑。

最后，王林旭委员还组织了一场拍
卖，100 多张农民画成交了 40 多张，最高
的一幅售价达 6 万多美元。王林旭委员
说，“我就是要让农民们知道，画农民画能
够致富，还能够收获荣誉感。”

听得出来，王林旭委员对农民和农民
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自己也承认，中国农
民书画研究会会长是他最骄傲、最看重的
头衔。在他看来，亿万农民的梦是中国梦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画家用画笔绘
出对幸福生活的畅想，就是对中国梦最好
最生动的说明。

除了在联合国举办中国农民画精品
展，王林旭委员还把 55 个我国少数民族
著名画家带进了联合国，让世界了解中华
文化。同时，他又带着家乡山东文联的书
画家，在联合国普及了一番齐鲁文化艺术

和孔子思想。这 3 个展览在去年 5、6 月
份接连举办，把近一个月的联合国时间变
成了“中国时刻”。

为此，王林旭委员足足准备了1年多。
2013年 3月，他刚刚当选中国农民书画研
究会会长不久，就找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提出要在联合国举办这3个展览。

回顾自己 2014 年的工作，王林旭委
员打了90分。“在联合国办了3个画展，我
的两幅画《互动的世界》和《共同的家园》
从 150 多个国家的画作中被选中，入驻联
合国总部大会楼东大厅，为北京 APEC创
作的《APEC 蓝》等作品在国家会议中心
展出，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和
谐幸福、健康生活的理念。”王林旭委员把
自己 2014 年的工作体会写成今年的提案

《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委员履
职不讲大话，只做实事。如果从事中国文
化传播的人，从内心定位自己是在做公共
外交，这将是了不起的正能量。”他说。

过去的一年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认真履行职责参政议政、深入基层紧密联系群众。在他们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有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带领下农民们的画作走进了联合国，走上了拍卖会；有农业领域的全国人大代

表致力于农业节水技术的推广；有农民工人大代表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引起广大农民工的关注⋯⋯

一个个代表委员感人的履职故事，反映了过去一年我国在多个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反映了干部群众为实现“中国梦”而奋

斗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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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公众号查找功能中输入“全国
人大代表”，排名第一的微信号是“全国人
大代表易凤娇”，头像就是易凤娇代表佩
戴着鲜红的代表证，站在人民大会堂门
口。来自基层的农民工代表、国威电子有
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告诉记者，从去
年开通“微信公众号”以来，利用这个平台
收集基层声音，已经成为她履职的重要
方法。

“我们工厂的工人都是‘90 后’，手机
是他们与人交往和获得信息最主要的工
具。”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个 80 后的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一份建议，呼吁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上网需求，建议企业在员工
宿舍安装免费 WiFi。

在自己公众号的“功能介绍”中，易凤
娇写下了自己的期待：“收集以外来工群
体为主的社情民意，进一步扩大人大代表
与群众的联系途径，拓宽人大代表知情知
政渠道，搭建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新
平台。”今年，易凤娇代表带到两会的建议
是关于社保的，早在 1 月初，她就在自己
的公众账号上发起了讨论。“我的公众号
现在有近千人关注，大部分人是来自全国
各地的农民工，从他们反馈的声音来看，
除了降低社保费率，保值增值外，大家一
个集中的建议是要加强关于社保的宣传，
让农民工群体更好地了解社保对他们的
意义和影响，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些

‘接地气’的声音，用农民工能接受的新方
式传递给他们。”易凤娇代表说，她也把这
个意见写进了自己今年的建议。

“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在倾听社情民
意的方式上也要创新，要能通
过虚拟的网络，打破时间和空
间，最大面积地接触群众。”易
凤娇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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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激情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岳
阳市屈原管理区凤凰村主任杨莉，是洞
庭湖畔土生土长的农家女。和记者聊
天，说得最多的是洞庭湖上岸渔民家的
新变化。

“看到孩子们开心自信的笑容，看
到一张张奖状，我禁不住激动地要落
泪。”今年春节，杨莉代表到岳阳县麻塘
村渔民新村走访，发现上岸渔民的精神
面貌有了新变化，很多家庭最显眼的地
方，挂着孩子们从学校拿回的奖状。

老渔民张老倌家几
代都是渔民，自己和孩子
都没怎么上学，他说，“现
在，我们的孩子跟城里孩

子一样，上了学，成绩还很好，有文化就
有希望了。”

张 老 倌 的 话 让 杨 莉 代 表 深 有 感
触：解决好渔民孩子的上学问题后，渔
民们的生活真是不一样了。

一直生活在洞庭湖区的杨莉，称自
己是“洞庭湖渔民的代言人”。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 7 年多来，杨莉先后向全国
人大提交了 189 份建议。每年杨莉都
会带上关于洞庭湖的建议，传达渔民的
期盼。

“今年两会我还要呼吁保护洞庭湖
湿地，要关注上岸渔民的生产和生活。”
杨莉告诉记者，尽管渔民上岸定居的生
活状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还有很
多困难要解决。目前渔民最大的困难
是就业，上岸渔民 90%都是初中以下
文化，文化底子差，这些渔民过去生活
在洞庭湖里，几乎与世隔绝，除了捕鱼
外，缺乏其他方面的谋生技能，很难找
到工作。“应提供帮扶政策，对他们进行
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培训。”杨莉代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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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复合肥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万连
步最近一直在思考怎样提高农业水肥利用率。万连步代表
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农业技术员，早年间，挽起裤腿下地就
是常事。如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将田间地头调研视为
履职工作的基础。他深知，干旱对我国农业威胁重大,“缺
水”比“缺地”更严峻。听民意，解民忧，一年多来，他一直奔
走在山东、河北、广西、重庆的乡村。

广西一处 80 亩砂糖橘园里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现
场让万连步代表感触良深。常规浇水施肥每次需要用工
48 个，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后，每次仅需用工 4 个。另外，
还可使病虫害减少 20%至 30%，从而降低农药残留，同时
避免深层渗漏，还能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去年，万连步代表就提交了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建
议。他欣喜地看到，有关部门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关注除
了在粮食安全层面，还扩大到环境可持续发展层面，并在西
北和东北推行水肥一体化。一年多来，水肥一体化技术已
逐步由棉花、果蔬等经济作物扩展到小麦、玉米等粮食作
物，推广面积达 3000 多万亩。“让我和我的同事们高兴的
是，一个多月前，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文件提出要大力推广
节水技术，全面实施区域规模化高效节水灌溉行动。”

在多地调研中，万连步代表发现，节水灌溉中存在重设
备、轻技术的现象，一些地区只注重灌溉工程建设和设备配
备，没有真正实现水肥一体化。另外，由于水肥一体化技术
应用前期投入较大，农民在短期没有看到经济效益的前提
下投入意愿较低，而国家相应的财政补贴标准偏低，技术推
广经费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

“示范田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万连步代表曾特意
去以色列考察学习节水农业技术。目前他和他的同事在山
东临沂筹划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万连步代表说：“基地
可以培训新型农民。”他还专门在重庆市调研了新型农民职
业培训试点的企业参与机制。

万连步代表结合自己的所见所思写成了一份关于节水
农业的建议。他建议利用政府节水工程建设，加强水肥结
合，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建立健全水溶性肥料、节水
灌溉设备及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补贴机制，提高农民对技术
应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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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上午，一场关于物流
业的“脑力风暴”，吸引了众多前
来报道全国两会的媒体。为了让
提案更加具有“含金量”，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
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趁着两会开幕
前的空隙，发起组织了一场沟通
会，邀请相关专家共同面对媒体，
在介绍其过去一年的调研与思考
的基础上，梳理修改提案。

过去一年，徐冠巨委员走
访了来自基层的货车司机、货
主企业、物流公司等公路物流
的从业者，也拜访了主管交通
运输业的官员、专家以及地方
领导。人们向他讲述了物流业
的快速发展给生活带来的巨大
变化，也表达了对公路物流业
发展未来的期待。

32岁的刘涛 4年前按揭贷款
买了一辆二手货车跟着岳父跑货
运，现在依托公路港跑成都至杭州
专线。刘涛告诉徐冠巨委员，前些
年是“老板找货车司机”，现在是

“货车司机找老板”，跑长途利薄
了，货运市场竞争更加激烈，钱越
来越难赚。国家应该像关注农民
工一样，对物流行业的卡车司机群
体多一些政策支持和投入。

“您是全国政协委员，能不能
帮我们呼吁一下，希望国家多关
心我们货运司机。我们风里来雨
里去，摸爬滚打，没有什么保障，希望国家下一步能大力
推广多建公路港，让货车司机的工作更顺畅体面。有时
候超载，路政罚了交警罚，浙江罚完安徽、湖北、四川还要
罚，这样一趟下来，连本都不保。可是不超载，这笔单子
我就接不下来。”刘涛的叙述深深地印在徐冠巨委员的脑
中，也让他对货车司机有了更多的牵挂。

徐冠巨委员认为，刘涛的期盼反映了在经济新常态
大格局下，物流行业的运行效率问题。徐冠巨委员对中
国物流业的现状很熟悉，一串串数据信手拈来：我国物流
总费用占 GDP 比率在 18%左右，按照 2014 年我国 63.6
万亿 GDP 测算，这一比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每年就可
新增 6000 多亿元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公路物流运行
效率不高，车和货得不到高效整合与匹配，空载率达
40%以上。此外，企业供、产、销等环节衔接不科学，物流
基础设施网络也缺少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

徐冠巨委员在切身实践、深入走访、充分调研、多方
论证的基础上，准备的提案是“加快发展以信息化武装的
现代物流体系，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以此探寻“中国公路
物流之痛”的根源，提出构建中国公路物流网络运营系统
方案。

两会召开在即，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
朱志远仔细读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我很高兴地看到，3月 1日开始实施的条例，吸取了
我们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

一年前的两会上，朱志远代表曾就政府采购工作改
进问题提交了自己的建议。

提及这个建议的缘起，朱志远代表说：“小到研究试剂，
大到专业仪器设备，科研工作存在大量政府采购项目。政
府采购平台的高效便捷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十分重要。”

在朱志远代表看来，政府采购价格高、程序繁冗、效
率低等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三点建议：引入竞争机制，建立政府采购网上商城；优化
政府采购程序，减少流转环节和时间；加强宏观指导与顶
层设计，建立完善监督机制。

“建议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重视。”朱志远代表说，去年
7 月，财政部国库司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王瑛特地赶赴
上海，就他提出的建议进行交流。双方针对朱志远代表
的建议一一进行了沟通。

朱志远代表听到王瑛说起财政部已经开始探索建立
政府采购网上商城时很高兴，“建立网上商城是我最希望
财政部能够采纳的一条建议。王瑛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政
府采购制度设计及改进方向，让我更深层次地了解相关
问题。”朱志远代表表示。

朱志远代表打开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就是“国家实行统一的政府采购
电子交易平台建设标准，推动利用信息网络进行电子化
政府采购活动”。

朱志远代表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自己的建议能在
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起到实际作用，十分欣慰，“制度改革，
代表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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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远代表的高兴事——

“我们的建议被采纳了”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万连步代表——

为节水农业奔忙
本报记者 乔金亮

王林旭委员带着10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家，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中国农民画精品展。

王林旭委员组织了拍卖会，100多张农民画成交了
40多张，最高的一幅售价高达6万多美元。

王林旭委员说，委员履职应不讲大话，只做实事。

3 月 1 日，出席全

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

议的全国政协委员、

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

（左 一）接 受 记 者 采

访，期待国家能在“公

平发展教育事业”上

出台更多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 人 大 代 表 积 极 履 职 ，在 倾

听社情民意的方式上也要创新，

要通过虚拟的网络，打破时间和

空 间 限 制 ，最 大 范 围 地 接 触 群

众。”

2 月 27 日，出席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的梁伟建代表（中）来到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保

洁一队，和环卫工人一

起深入交流。作为一名

农民工代表，他对基层

工人反映的问题感同身

受，将意见逐条记在本

上，准备写成建议带到

会上。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我要呼吁保护洞庭湖湿

地，要关注上岸渔民的生产和

生活。应提供帮扶政策，对他

们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职业培

训。”

3 月 2 日，两会开幕前夕，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右

一）在诊所一边坐诊，一边向患者了解对于医改的看法和

意见，准备将大家的建议纳入提案。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