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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益一哄而上，有问题相互扯皮

“受利益驱使，现在一些政府患了‘多头症’：有问题时，多个
监管部门相互扯皮，责任模糊；有利益时，大家一哄而上，杂乱无
序。政府自身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全国人大代表、
成都市长葛红林如是说。

新华视点

机场管理应按市场规律办事

温州机场78元一杯西瓜汁惹怒了消费者。机场商品宰人不
止于此，98元一碗的牛肉面，380元一份的牛肉面加奶茶套餐等都
曾被媒体曝光。虽然机场商铺场地费较高，但这不是商品天价必
然原因。机场管理方应按市场规律办事，引入竞争机制，勿沉迷
于从垄断中谋取利益！ 新华视点

微评

主流评论
农民工代表群体为两会带来了“最原汁原味的

民意”——据媒体梳理，截至目前，已有17名农民工
代表正式提交了41份建议，包含解决农民工基本生活
保障、强化农民工“五险一金”等诸多与农民工切身相关
的观点与建言。据悉，此类建议还在陆续提交中。

从3名代表到31名代表，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农
民工首次进入人民大会堂”，到十二届全国人大的集
体发声和积极履职，农民工代表的壮大和成熟从一
个角度彰显了人代会制度的发展和进步。由于这个
群体在转型期中国的典型性，它在人民代表中的数
量关乎民主政治的规模和涵盖面积，也关乎权力机
构构成的合理性与优效性，甚至从某个角度讲，农
民工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的壮大、活跃、有所作为，使

得“人民代表”的概念有了更多的含金量。
3位到31位，不仅仅是数量的变更，背后是2.6

亿农民工群体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权利的伸张。5
年前首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3位农民工代表，尚带
着一种象征性意义，其建言提议也还类似于一种诉求
表达和情况反映。现在这种政治表达上的“青涩”正
逐渐褪去，农民工代表的调查、建议和表达都明显成熟
化了。今年来自农民工群体的建言中，农民工子女教
育、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相关提议，已经进入了相关改革
的核心领域。可见在两会的舞台上，农民工代表已经
慢慢找到了一种角色感。

农民工群体常在各种意义上被称为“特殊的一
群”。在城乡二元结构中，他们是“特殊的”；在社会保障
上，他们是“特殊的”；在职业发展上，他们是“特殊的”；
在文化服务上，他们也被形容为“特殊的”。实际上，在
民主政治生活中，他们也展现了这种特殊性。最明显的

一点就是，对于其他代表委员，人们普遍希望他们能超
越自身职业和阶层的局限发声和建言。而对于农民工
代表，人们却希望他们能展现原汁原味的民意。

人们鼓励农民工直接为本阶层说话，是因为在改
革对各阶层带来的损益中，农民工群体的“被剥夺感”
是最大的，承担的改革成本也最多。他们为自身争取
权利的建议，本身就是在提升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受益者将是全体社会阶层。同样的道理，增加农民工
在民主博弈中的力量、增强他们的观点在国家决策中
的权重，也是在增加“民主”二字的分量。

一个有精英治国传统的社会，尤应时时注意民
主生活是否能接上“地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要谢谢那些有民生情怀的代表委员，更要谢谢积
极履职的农民工代表群体。感谢他们的存在，让

“人民代表”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原刊于3月13日《燕赵都市报》，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