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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不会脱离农民工本色
随着胡小燕人大代表职务的“官方化”，越来越

多的农民工也从最初的欢呼雀跃中冷静下来，他们
担心，当上了人大代表的胡小燕，还是农民工吗？
还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话吗？

对此，胡小燕的回应很干脆：自己不会脱离农
民工的本色。“我至今还和老公挤在工厂提供的集
体宿舍中，每个月还照样要交140元的房租，还是车
间的一线工人。”这位开朗的川妹子笑着表示：“大
家的担忧我非常理解，我也是从一名基层工人一步
步走过来的，我当初也是因为家里穷才卷起行囊进
城打工的。我不会成为政治明星，即便将来当上厂
长经理，我也还是一个农民工。”

人大：她没必要自责
“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对胡小燕公

布手机号码后饱受困扰的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相
关负责人 9 月 10 日表示：“如何为人大代表创造更
好的履职环境、如何健全和创新农民工权益诉求渠
道，这也是省人大正在不断努力的地方。”

“胡小燕作为农民工人大代表，当选后社会对她的
关注更多，她也承载着更多农民工的期望，她也面临着
更大的压力。但我国人大代表不是实行精英制，她一
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不可能解决所有农民工一个
个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胡小燕不能帮一些农
民工解决难题，她也没有必要自责和内疚。人大代表
不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应该着眼于发现问题、感应问
题，监督解决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据《广州日报》

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生活
胡小燕是个普通打工妹，至今还和丈夫挤在工厂的宿舍里

很多农民工无论大事小事都来找她，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她很自责

今年1月21日，来自四川广安的打工妹胡小燕成为广东省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全国首位农民工
人大代表。一夜间，她成了“政治明星”，还被视为“2亿农民工的代言人”。如今，这位农民工人大代表却面临
前所未有的困境：每天上千个求助电话让她备受考验；因电话过多没有睡眠时间而关机，招致骂声一片。

“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的打工妹！”胡小燕很无奈。9月10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也首
度就此事作出回应。胡小燕在履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目前广东正采取多项措
施，为人大代表创造更好的履职环境。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一家偏僻的陶瓷厂车
间内，胡小燕工作的车间室异常简陋，一台破旧
的电风扇发出阵阵噪声，连椅子坐起来也咯吱
咯吱响。一身工作装的胡小燕和其他质检员都
各自忙活着。

胡小燕的工作其实和其他陶瓷厂分选员
没什么两样，就是把车间出来的产品分为优
质、一级、合格、次品等几个档次，然后再分色
号进行包装。但这个环节却非常重要，它直接
关系到成品的质量。作为一名干陶瓷分选 10
年的熟工，如果有工人做得不好，胡小燕便会
上去手把手教他们。此时的胡小燕更像一位
技术熟练的农民工。

但胡小燕的人大代表身份却不时在不经
意间被强化着。在记者进入这家陶瓷厂时，尽
管记者表明已经预约，但门口的保安听说要找
胡小燕，还是很谨慎地打电话到胡小燕的车间
进行确认，然后才放行；而在偌大的厂区内，

“向胡小燕学习”之类的标语也不时可见。胡
小燕的工友们表示，对她的印象是：热情，开
朗，亲和力很强。

“我每天上午 8 时上班，下午 6 时下班，整
整 8 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少，并且周末也要上
班。我经常要接受记者的采访，或者由省人
大组织外出视察。好在厂里也比较照顾我，
这些也都算工作。”

今年 3月 20日，胡小燕通过媒体公开了
自己的手机号码和 QQ 号码，引来社会各界
一片喝彩，此举也被视为履行人大代表职能
的方式创新。但随后，胡小燕就发现，公开手
机号码与农民工沟通的方式根本行不通。从3
月20日开始，胡小燕的手机天天被打爆，每天
都有上千个未接来电和上千条短信，每天两块
电池换着用还是经常被打到没电。3月份，胡
小燕的手机话费高达1400元，占了月工资的
一大半，最多的一天邮箱里有2088封邮件。

一开始，胡小燕还每个电话都接，但到
后来，每天凌晨三四时手机仍然响个不停，
她根本无法睡觉，第二天上班也是头昏脑

涨。而且很多来电还是骚扰电话。其中有
一个人先后换了8部电话打给她闲聊。无奈
之下，胡小燕后来只好关机。

承载农民工厚望的“救星”竟然关机，这让
很多农民工大为光火，陆续有很多农民工发短信
质问胡小燕。部分媒体也对胡小燕手机无法接
通口诛笔伐。

“不是我不接农民工电话，如果每个电
话我都接，十个胡小燕也不够用。”胡小燕
委屈地说，现在回复农民工的邮件和短信
已经成为她每天工作的一部分，每天早上 7
时多要忙到晚上 12 时，有时候要熬到凌晨
一两点。

她坦承，外界的不解和漫骂给她带来了
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经常夜不能寐，有时候
她忍不住一个人在屋子里大哭一场。

“换位思考，那些农民工都是在电话打不
通才发短信过来骂的，换了我也会生气的。
农民工们打电话向我倾诉说明他们相信我，
他们骂我说明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我
要争取做得更好。”

现在困扰胡小燕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农
民工无论大事小事都来找她，俨然把她看成

“救命稻草”。农民工反映最多的是欠薪问

题，约占了 30%；其次是工厂不签劳动合同，
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此外就是刚到广东的
农民工，托她找工作。“人大代表只能把情况
反映给其他部门，我们代表不能直接解决问
题，只能引导他们找相关部门解决，或者帮
他们把问题反馈到职能部门。”在多数时候，
农民工反映的问题她解决不了。这也是她
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能中最大的角色尴尬。

“我不是农民工的救世主，我只是个普通
的打工妹。”胡小燕叹了口气。其中的酸楚和
无奈，也许只有她自己能体会到。

现状：双重身份下她很辛苦 困境：关机遭到质疑和痛骂

无奈：我只是个普通打工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