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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深深植根于人民

之中。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

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意见

和建议，接受人民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肩负人民

赋予的光荣职责。记者自2016年参加人大新

闻报道以来，在多个现场亲眼见证了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全面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服

务、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使发挥代

表作用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作为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一位盲

人代表，王永澄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期间提出涉及盲人就业、教育、出行等方面的

多项建议，均收到盲文版代表建议答复。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为保障

王永澄履职，会议安排技术人员为他提供信

息服务，给他的房间配置了盲文电脑，提供查

阅会议文件、撰写议案建议的保障。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王永澄

拿到了盲文版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等大会文件。王永澄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感慨道，这是“看得见的幸福，摸得着的民

主”，是对代表依法履职的支持和保障，是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

　　对王永澄依法履职的支持和保障，是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在做好代表工作方面的一个缩影。记者

在采访中感受到，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提高代

表议案建议工作质量、加强代表履职服务保障等有

力举措，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自2016年以来，记者已参与了数十次全国人大

代表学习班的报道，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加强代

表履职能力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感受到代表的

收获与进步。

　　在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举办的代表学习班会以新任基层代表为主，帮助

他们尽快提升依法履职能力，实现新任基层代表履

职基础学习全覆盖。从第二年开始，全国人大代表

学习培训会转入专题学习阶段。

　　每期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全国人大常委会都

会设置阵容强大的“讲师团”，精心设计学习主题和

课程，安排分组讨论、大会交流、互动教学等环节。

在这样用心的组织下，无论是“新”代表还是“老”代

表，都感到受益匪浅。

　　2023年4月，在十四届全国人大第1期代表学习

班上，多位新任代表在学习后说，“这次培训政治站

位高、理论内涵深厚、实践内容丰富，有非常强的指

导作用”。2023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十四届

全国人大第4期代表学习班在陕西延安举办，

多名连任代表在学习后表示，“全国人大代表

的学习和履职，永远在路上。要进一步提高认

识，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制度自信，积极

担当作为，做到知行合一，在履职实践中深入

学习领悟党的创新理论”。

　　多名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学习班的代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系统学习，自己

进一步提升了政治站位，增强了履职能力，

有信心更好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全国人大

代表的神圣职责。

　　2024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对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进行审议。

　　在对学前教育法草案二审稿进行分组审

议时，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曲周

县凤凰幼儿园园长杨会芳提出，健全对普惠性

民办幼儿园的支持政策，在国家大力发展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政策背景下，应当从立法层

面进一步完善并监督落实相关的支持性政策。

　　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熟悉本地区、

本行业的情况和问题，最能反映人民群众

所思所盼所愿。扩大人大代表对常委会工

作的参与，对于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为发挥代表专业特长和在立法、监

督等工作中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会邀请相关代表列席。

　　“紧紧依靠代表做好人大各项工作，不断

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为

常委会工作注入更多生机与活力。”全国人大

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在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道时

了解到，很多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被吸纳到

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中，这也意味着，人民

群众最真实的呼声和期盼被听到。

　　代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高质

量做好代表议案建议工作。

　　4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代表建议交办会，依法统一交办大会

期间代表提出的建议，研究部署做好今年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

　　记者从交办会上获悉，今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对各方面工作提出建

议、批评和意见9235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

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对代表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

和综合分析，依法交由213家承办单位办理。

　　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体化推进代表

建议高质量高效率办理。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十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代表提出的8314件建

议已全部办理完毕，代表对办理结果总体表示满

意。各承办单位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同代表的

“全过程”“实打实”沟通，推动解决了一系列事关

改革发展和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的

问题。

　　记者从一个

个事例和一组组

数据中感受到，各

承办单位认真抓

好代表建议办理

工作落实，更好回

应人大代表、人民

群众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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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晨熙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

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在中国

民主政治不断前行的历史征程中，一头连着党和政

府，一头连着亿万群众的人大代表是重要的见证者和

推动力量。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重要体现，是做好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

　　70年来，人大代表工作经历了从探索到规范的发展

过程，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愈发充实，制度日臻完善。

代表产生始终遵循民主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十五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代表总数一

千二百二十六人……”这是1954年9月15日新华社播发

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消息。

　　出席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代

表全国人民庄严地行使权力，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

　　“他们从车床边来，从田地里来，从矿井来，从海

岸的防哨来。放下钳子，放下犁耙，放下镐头，放下笔

杆、圆规……同他们所爱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们一

起，商量着国家的大事。”195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登

载的《六亿人民心花开》一文中记录的这一幕，充分体

现了全国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包含各民族、各阶层。

　　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人大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

和意志，使命光荣、责任重大。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确立

了普遍、平等、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

1979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颁布，并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其后历经7

次修改，不断完善。

　　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

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代表；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

代表的比例。

　　2023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告，公布2977名

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这些代表包含了少数民族

代表、归侨代表、妇女代表、一线工人、农民代表、专业技

术人员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等。台湾省、香港特别行

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均选举产生了全国人大代表。

　　从“1226”到“2977”，70年间，无论代表数字如何变

化，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始终遵循着严格的民主程

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议案建议制度更加科学规范

　　依法提出代表议案建议是全国人大代表履行代

表职责的一项重要方式。在全国人大早期，代表议案、

建议统称为提案。自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就专

门设立“提案审查委员会”，在大会期间对代表提案进

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并向大会报告，最终由大会审

议、表决审查意见。

　　随着代表提案数量的攀升，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

出来，提案涉及的问题很多并不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

范围，大会不好通过实质性的决议，只能决定转交有

关方面研究处理。

　　为解决这一问题，198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组织法健全了代表议案与代表建议制度，规定一个

代表团或三十名以上的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

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全国人大代表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

的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交由有关机关、组织研

究处理并负责答复。

　　从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全国人

大代表开始分别提出代表议案和代表建议，这也代表

着更加规范、科学的人大代表议案与代表建议制度开

始实施。这也是全国人大会议制度和代表制度的一项

重大改进。

代表工作走上有法可依轨道

　　代表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基础，代表工

作必须注重制度化和法治化发展。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这

部法律系统地规定了规范和保障代表执行职务等问

题，使代表工作真正走上了有法可依的轨道。

　　代表法对代表大会期间参与审议、表决、选举等一

系列权利作了系统化规定，特别是对闭会期间的职责

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比如把代表视察作为闭会期间

代表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确定下来，并进行了规范。

　　随着代表法的实施，代表的履职意识逐步提高，

通过调研、视察、走访、座谈、参加代表小组和代表家

站活动等方式，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社情民

意，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代表与群众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的能力不断增强。

　　2010年10月，代表法进行了修改，进一步明确了代

表权利和义务，细化了代表履职规范，完善了对代表

执行职务的保障，强化了对代表的监督。

支持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专题调研是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代表活动的

重要内容，是代表提出高质量议案和建议的基础，也

是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

　　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的开展源于代表工作上的一

项重大制度改革——— 2005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中共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

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即

中央9号文件。

　　中央9号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做好人大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就是开展专题调研。

　　曾在2005年参加过首次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的

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次专题调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突出一个‘专’

字，代表在参加活动时可以结合专业和职业选题，调

研小组也是按选题组成，比集中视察更灵活，针对性

更强”。李莉感慨道，“专题调研在规范代表闭会期间

活动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

　　此后，专题调研变成了每年代表履职的“常规项

目”，形成的调研报告转送有关部门，为中央和地方决

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有的调研成果转化为代表议案、

建议，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法律法

规，成为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政策举措。

　　开展组织专题调研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断支

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的一个缩影。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委员会、工作

委员会实现联系基层代表全覆盖；邀请代表列席常委

会会议、参加常委会执法检查，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建议；举办代表学习班、少数民族

代表学习班，帮助代表提升履职能力……近年来，全

国人大常委会持续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支持

和保障代表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方案》作出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代表工委）的重大决策。2023年6

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作出设立代表工委的决定。

　　深化和拓展“两个联系”；统筹

“一府一委两院”联系代表工作；督促

承办单位加强与代表的交流互动；

会同各选举单位做好代表学习培训

工作，实现新任基层全国人大代表

履职基础学习全覆盖……代表工委

的设立，进一步健全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作的体制机制，有力加强

了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提高了代

表履职服务保障工作质量和水平，推动

代表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不断完善

　　2023年11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一

位盲人代表王永澄在福建省残联的会议室

里接过了4份独立成册由承办单位

工作人员带来的盲文版代表

建议答复，这是全国人大

代表工作历史上首次专

门为代表制作盲文版

建议答复。

　　指尖划过起伏

的盲文，王永澄感

慨万千，这是“看

得见的幸福，摸

得着的民主”，充

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人大代表、对代

表建议的重视，是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具体体现。

　　代表建议是人大代

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

履职的主要方式，也是人民群众有序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重要渠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

作。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全国人大常委

会便“试水”推行重点督办建议工作机制，并于2005

年正式实行。

　　今年4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委

员长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重点

督办建议选题，确定了20项重点督办建议，涉及225

件具体建议。

　　这是重点督办建议工作机制建立以来，首次提请

委员长会议审议并确定选题，既体现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代表依法履职、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关心重视，也是不断加强和改进

代表建议工作的实际举措。

　　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通过建立健全代

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代表同人民群众联

系”，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丰富

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党中央对完善

代表联系群众制度作出一系列部署安排。

　　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不断以加强常委会同代表

联系、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

工作，用高质量代表工作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目前，全国已建成20多万个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

基本实现了乡镇、街道全覆盖。五级人大代表就近就地

进入代表家站，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推动解决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代表家站成为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组织代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开

展履职活动的平台，成为宣传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

窗口，代表为人民服务

的阵地、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重要平台

和有力载体。

植根人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70年系列报道之三

  2023年3月5日，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举行首场“代表

通道”采访活动。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摄

  2 0 0 8年3月

14日，首批农民

工代表胡小燕展

示代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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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3月，

首批农民工代表

康厚明提交的建

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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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3月8日，全国

人大代表王永澄阅读盲

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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