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立新（辽宁）

十年，于年长者，是岁月印刻在面庞的
褶痕；十年，于孩童稚子，是懵懂到启蒙的飞
跃。而我在辽宁省朝阳县人大常委会工作
的十年，是奋斗和耕耘，是笃行和坚守，更是
成长与收获，是充实而有意义的十年。

初识——
从一位农民代表说起

除了政治课本里学到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之外，真正让
我对人大工作有直观认识，还要从 2009 年大
学毕业说起。那时的我，对未来规划一片迷
茫，我应聘到丹东凤城大梨树景区工作。

这期间，我有幸接触到了一位“不起眼”的
村干部——毛丰美。乍一见到毛书记，就是一
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模样，他个子不高，脸庞黝
黑，说话语速很快，走路也很快，安排工作雷厉
风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才逐渐了解到，他
竟然还是一位连任五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才知
道是他带领乡亲们把昔日贫穷的小山村建设成
现代版“世外桃源”，是他把农民的心声带到了
全国人代会并最终变为现实，是他把一个尽职
尽责的农民人大代表形象展示给世人！

通过了解这位农民代表的一系列事迹，
我知道不论是城乡电价调整还是农村饮水
安全这类具体问题，还是推动取消农业税这
样的政策改革，只要是困扰基层农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都可以通过人大代表的代言
发声，传递到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并得到
有效解决，进而让我对人大代表这个神圣称
号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项根本政治制度

有了更加清晰而直观的认识。

结缘——
从乡镇人大工作做起

“父母在，不远游。”在外漂泊了几年之
后，我回到家乡，通过省考成为一名乡镇公务
员。“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了乡镇工
作之后，我才真正知道基层工作的纷繁复杂。

2012 年开始，恰逢朝阳县人大常委会强
力推进乡镇人大工作，通过增加乡镇人大专
职工作人员编制、保障代表活动经费、创新联
动开展代表活动等形式，不断夯实乡镇人大
工作基础，有效激发了乡镇人大活力。在此
期间，我认真协助人大主席做好乡镇人大主
席团各项工作，筹备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组织
换届选举、开展代表培训和各项“三查（察）”
活动。积极争取各方支持，高标准建成了“人
大代表之家”，并作为全县样板之一，市人大
及各县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多次实地考察，得
到市人大领导及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这也
为我后期调入县人大工作埋下了伏笔。

此时的我，从最初的旁观者，成了参与
者和组织者，这也让我对基层人大工作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让我知道，乡镇人大虽然
处于人大系统的最基层，却是同人民群众打
交道的最前沿，在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扎根——
从研究室工作干起

我相信，调入人大工作，是一种缘分，是
一种冥冥中的注定。从此，人大工作成为我

的事业。
2014 年，我调入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由

于一直从事文字相关工作，有一定的文字功
底，我被分配到研究室工作。

起初，不少人告诉我，研究室工作最苦最
累最清贫，我都没有在意。我相信，世界上没
有捷径，捷径就在最踏踏实实走的道路上，雪
莲也只开在高山之巅。从乡镇机关到县级机
关，公文起草的风格、内容、角度变化不小，猛
然发觉自己对法律知识、人大业务、县情政策
了解太少，第一次感到知识恐慌。于是，我天
天抽空搬着大块头的法律书籍和人大书籍学
习、阅读、摘抄笔记，反复查阅之前的工作资
料，终于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我开始渐渐适
应人大的公文起草和新闻宣传工作，从最初

“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消息，到稍微复杂一些
的通讯评论，再到整篇的经验交流和理论研
讨文章，每次看到有自己署名的文章刊发，内
心都会有种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激动。

这一干，就是十年。十年的人大工作让
我明白——做工作要讲法治、讲民主、讲程
序，干事业要重调研、重创新、重实效，做官做
人要守得住底线、抵得住诱惑、留得住清白。

我犹如一棵小树，在人大机关中沐浴着
和风细雨，茁壮成长。可以说，一路汗水，一
路硕果。一路走来，我的血液里渗透着对人
大工作的热爱，我的年轮中已经记录着人大
的光辉历程，我的根已经深深扎进脚下这片
土地。扎根人大，我无怨无悔。

奉献——
在展望未来中奋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展望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随
着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地方人大担负
的任务必将越来越重，人大工作者担当的责
任也必将越来越重。作为人大工作者，只要
继续埋头苦干，稳扎稳打，就一定会有所成。

虽然我已经年近不惑，在人大机关还算
是年轻同志。如今，正是我奉献青春年华的
大好时光，正是我实现自己人生梦想的绝好
舞台。我还要继续保持“空杯心态”，不断更
新知识结构，不断吐故纳新，探索新的领域，
迎接新的挑战，才有机会看见新的风景，创
造更多的精彩。

使命在肩，路在脚下。我要继续当好一
颗螺丝钉，拧紧拧牢，竭尽全力推动人大工
作的前进；我要继续当好一头小黄牛，出力
出汗，用生命深耕人大这块沃土；我要继续
甘作一粒铺路石，甘于奉献，以微薄之躯承
重人大前进的车轮……作为一名人大工作
的参与者，也是人大前进的见证者，我有幸
记录朝阳县人大前进的每一个片段，有幸聆
听朝阳县人大前进的每一声步伐，这也是我
人生的一大亮点、一种重要的经历。

十年回首，十年感悟，十年深情，十年铭
记。这就是我，一个普通人大工作者的情
怀。这又不仅仅是我，因为还有很多普通的
人大工作者，像我一样，默默耕耘在中国民
主法治建设的征程中。他们就像深谷幽兰，
郁郁葱葱，清香绽放，淡泊名利，不断为人大
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十年奋进人大路 矢志笃行写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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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鹏（陕西）

整理桌面时，一个印着“凤翔县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2013 年元月”字样的
收音机映入眼帘，上面已落满灰尘。轻轻擦拭，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2017 年，我初到宝鸡市凤
翔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我的“师傅”老陈在
年底退休时将这个收音机送给了我。自那时
起，它便一直作为电脑音箱放在桌后。睹物思
人，与老陈共事的温馨时光仿佛就在眼前。

人大工作的法律性和程序性极强，容不得
半点差错。新人面临诸多挑战，而我幸运地遇
到了老陈。他总是笑容满面、不急不躁，对我这
个“徒弟”悉心教导，细致入微、苦口婆心。这些
年来，我凭借老陈传授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出色
完成各项人大业务工作，还总结出不少经验体
会并发表在各级人大报刊和网站上。回顾在凤
翔人大工作的这些年，真是传承与创新并行。

——建设镇村人大代表之家。我刚入职那
年，常委会在部分镇村试点建立人大代表之家，
它是代表们交流沟通、倾听民声、反映民意、汇
聚民智的重要场所。如今，凤翔人大在此基础
上不断拓展功能、提高标准，建成 12 个中心联
络站和 34 个村居联络站，实现镇村全覆盖，保
障了全区各级人大代表的常态化履职。

——预算监督联网“361 工作法”。我来凤
翔人大的那一年，凤翔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中心在
全市率先成立。随后，在凤翔召开了全市人大预
算联网监督工作推进会。我见证了凤翔人大预
算监督联网工作升级创新和示范运行的历程，并
总结出“361工作法”，让财政资金使用更加透明
规范，推动政府将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

——“12345”票决制凤翔经验。2020 年，
凤翔成为陕西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工作三个试点市县之一后，我配合常委会财经
工委，围绕县级人大如何开展好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探索出了“一套机制、双向
征集、三会审议、四项制度、五有监督”的实践模
式。三年多来，凤翔人大共票决区级项目 30
个、建成投用 20 个，各镇人大共票决镇级项目
193 个、建成投用 127 个，有效解决了群众的急
难愁盼。

——开展专题询问实施刚性监督。我先后
参加了区人大常委会对全区食品安全、医疗保
障、乡村振兴、西凤酒城营商环境和《宝鸡市凤
香型白酒历史文化和产区环境保护条例》贯彻
落实工作开展的五次专题询问。通过实施让政府部门负责人直面
问题、现场作答的刚性监督，不仅增强了人大监督的实效性，也让
人民群众看到了政府的决心和行动。

——“三三制”闭环监督法。随着对工作的熟悉，我将凤翔人
大对政府开展专项工作视察调研的多年实践，总结为“三三制”闭
环监督法。这一闭环监督法犹如一把利剑，为人大监督工作提供
了有力武器，切实增强了监督工作的实效。此外，还有对接监委首
次向人大常委会做专项工作报告、出台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相互
衔接转化办法、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并成立立法专家库等工作的
创新开展，都进一步推动了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
提供了坚实保障。身为年轻干部，我有幸亲历并参与的诸多创新
工作，不仅给我带来了工作能力的显著提升，更是基层人大坚持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扎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实践。回
顾过去感慨万千，展望未来信心满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看到眼
前的收音机，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过老一辈“人大人”手中的
接力棒，传承传统、开拓创新，在基层人大的工作岗位上书写更加灿
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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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彩（河南）

先说“三苦”。一是坐冷板凳之苦：
国家、省级已经制定许多法律法规了，
设区的市是否还有必要立法？有些同
志尤其刚从事立法工作的同志，会有此
困惑。还有同志觉得，设区的市立法就
是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葫芦画瓢，
拣 拣 抄 抄 就 行 ，没 啥 复 杂 的 。 其 实 不
然。“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
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从规
范主义法学角度来看，法律本质上是政
府治理的技术和工具，是作为上层建筑
的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想
状态来说，立法权由国家统一行使，才
能做到法令统一，实现法律作为“天下
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的功能。但是，
从现实政治状态来看，地方政府对与本
地密切相关的事务有独立自主处理的
能力与权力，这种能力和权力包括地方
对其自主处理范围内的事务有发布普
遍性规则的权力。随着经济社会的不
断发展，尤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当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
制度设计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
盾将成为地方治理的新常态，赋予设区
的市立法权，既可以维护法制统一，改
变红头文件的主观性、随意性及主要领

导的更替和意志变迁引发朝令夕改的
政策摇摆，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使市级人大拥有立法、监督、人事
任免、重大事项决定四项完整权力，发
挥人大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
作用。作为立法工作者，只有认识到设
区市立法的重大意义，才能明白肩上所
承重担，不畏人言，耐得住寂寞，坐得住
冷板凳，且把冷板凳坐热，发挥好地方
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实验性作用。

二是身心疲累之苦：我国社会主义
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说，立法工
作是“干苦力”，是一种高强度的智力劳
动，确然。立法是一项政治性、专业性
很强的工作。政治性强，必须坚持党的
领导，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立法工作的
重要指示，熟知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及市委中心工作，这样才能确保立
法工作举对旗、定好向、走正路，才能在
立法过程中对公权力和私权利及各种
利益进行合理分配，对不同利益的代表
进行不妥协、有耐心的细致沟通，追求
最大公约数，关键时刻敢于、善于在立
法矛盾上砍一刀；专业性强，必须与时
俱 进 学 习 城 乡 建 设 管 理 、生 态 文 明 建
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基
本情况，找出问题症结，切准立法重点，
并通过反复征询意见、评估论证，才能
做好制度设计。此外，还要潜心研究上
位法，确保法规不抵触、有特色；咬文嚼

字，精雕细琢，确保符合立法技术规范，
准确精练。因此，每项立法，都要做好
调研基本功和绣花基本功，且“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唯恐稍有疏漏，出现差
错。

三是临考焦虑之苦：一部地方性法
规出台至少要经过 2 次常委会会议、2 次
主任会议审议，1 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研
究，1 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查，还有若
干次省、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审议。每次
会议前，除了加班加点筹备会议材料，
还要再仔细研究条文及其背后缘由，对
可能出现的争议焦点，做好准备；旁听
会议时，犹如置身考场，精神高度集中，
除了接受考官的检阅评价，还要快速记
录意见，必要时作出解释；会议后，认真
研究意见，提出修改建议，程序紧凑时需
要沉着冷静，快速作出回应。感觉如过
关闯将，紧张焦虑，唯恐出现意外或者失
误延误立法进程，顺利通过后，则有“十
月怀胎、一朝分娩”畅快淋漓之感。

再说“三境界”。立法是为全体社
会成员设定行为规则和权利义务的活
动，是一种顶层制度设计。习近平总书记
说，要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
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在
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作为立法工
作者，做到立法为民，要达到王国维先
生说的三个境界：一是“独上高楼，望断
天涯路”。每一次立法前，汇总整理相
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件，一遍
遍地研究揣摩；深入学习立法相关的专
业知识，一次次探讨交流；全面调查了

解情况，一趟趟调研论证。过程孤独、
烦琐且艰辛，但是唯有如此，才能“望断
天涯路”，奠定立法基础。二是“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法规初
次修改，是最为痛苦的，我们称之为“闭
关”。坐在办公室里，眼前唯有法规法
条，潜心钻研，讨论交流，严谨认真、精
益求精，每一个条文、每一个文字、每一
个标点都要反复推敲、再三论证。有时
候，一个关键条款，要研究讨论两三个
小时方有定论。一部法规的修改通稿，
经常需要“闭关”十来天，等出关后，憔
悴 疲 惫 ，恍 如 隔 世 。 然 而 却 是 满 心 欢
喜，终不负“句句千钧，字字千金”。三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面对法规重点、难点

条款，立法工作者需要不断地调研、座
谈、考察、论证，即便如此，有时候可能
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然而，在山穷水
尽之时，静下心来，细细思索之后，往往
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真真是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吃得“三种苦”，达到“三种境界”，

方能体会立法工作的乐趣。近 9 年立法
实践中，有幸见证我市地方立法从蹒跚
起步到蹄疾步稳，与有荣焉。目前，我
市已经制定出台 13 部地方性法规，为全
面提升我市社会治理水平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牵头制定的卫河保护协同立法，是
我省首次协同立法，打造我省协同立法
高质量样本。建立完善立法机制“四梁
八柱”，聘请 26名专家学者组成立法咨询

专家库，设立 18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建立
1个立法项目咨询中心，制定立法工作流
程、立法项目培育、法规草案起草、法规
草案公开征集意见、立法调研、立法听
证、立法后评估等 10个制度性文件，坚持
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
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力求出台的每
一项法规都能符合新乡实际，彰显新乡
特色，可操作，真管用。

地方性法规能够不负党的嘱托，得
到人民拥护，有效贯彻执行，经得起历
史检验，是每位立法工作者的孜孜追求
和快乐源泉。萤烛之光，虽不能与日月
争辉，但无数萤火微光，闪烁其芒，必能
汇聚成璀璨星河，照亮人民群众向往的
法治宏伟蓝图。

立法工作的“三苦”“三境界”
——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答卷人”

■ 姚开标（江苏）

我家里珍藏着一份原国家电力工业部办公
厅《对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1017号建议的
答复》信函，尽管32年过去了，当年我为家乡响
水建电厂提交建议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93 年 1 月，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同年 3 月，我进京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会议期间，我联系了来自盐城、扬州、中
直机关、民盟中央共 30 位全国人大代表，联
名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在江苏省响水县陈家
港灌河口建火力发电厂的议案》，同时，我还
找到电力部部长汇报了加快响水县陈家港
电厂立项情况。电力是经济发展的“血液”，
更是百姓生活不可或缺的保障。

1993 年 8 月 18 日，我收到了国家电力工
业部办公厅《对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1017号建议的答复》信函。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委托国家电力
工业部办公厅在给我和金忠青、顾黄初、陆
敬、沈辛荪、张厚宝、周杜娟、潘一乐、张洪
熙、赵奇僧、姜秀兰、顾永骏、蔡秀民、袁世
珠、李金华、陈次昌等 30 位全国人大代表的
答复函中说：

您提出的“呼吁加快苏北陈家港电厂建

设”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江苏省电力工业局在 1985年江苏省电力

设计院所做的“灌河口港口电厂初步可行性研
究报告”和1987年华东电力规划设计院完成的

“苏北沿海港口电厂工程初步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基础上，又委托江苏省电力设计院对沿
海大型火电厂厂址进行了复查和选址工作。
目前勘察已结束。据省电力设计院复查的初
步情况看，陈家港的建厂条件是可以的，关键
是入海口的拦门沙治理问题。对此问题，河海
大学已进行了初步可行性研究，下一步是要具
体实施，如这一问题能得到解决，则为新建电
厂从海上来煤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苏省经济发展迅速，相应对电力的需
求很大，而江苏省的一次能源又很缺乏，本
省内特别是苏北地区具有能接受外部来煤
的大型火电厂条件的厂址不多，我们认为只
要陈家港电厂的外部条件落实，加快前期的
准备工作是可行的。

喜讯传来，我备受鼓舞，立即将情况向响
水县委、县政府领导汇报，并把响水县陈家港
有望建成苏北最大电厂的消息告诉了乡亲们。

张爱萍将军生前亲手为陈家港火力发
电厂题写厂名。陈家港电厂自 2007 年建厂
以来，把促进苏北经济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作为央企奋斗目标。

2012 年 8 月 20 日，江苏国华陈家港发电
有限公司两台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建设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批复，标
志着江苏省火电家族又添一新成员，彻底圆
了响水人民自 1984年规划建设电厂的梦想。

作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履职过程
中，我始终牢记人民重托，努力为家乡的发展
和百姓的福祉发声。当看到自己提出的建议
得到重视和回应，并转化为实际举措，家乡的
电力设施逐步完善，百姓的生活因电力保障而
更加便利时，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这不仅是
对我履职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我初心的回应。

我为家乡建电厂出份力

夜渐深，河南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大楼显得格外宁静庄严，对面广场上的

喧嚣销声匿迹，唯余远处灯火闪烁。走在街上，微风轻拂中，从事地方立法工作 9 年

来我不断思索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做好新时代立法工作“答卷人”，需吃得“三种

苦”，达到“三种境界”，方能修成正果，痛并快乐着。

图①：2017 年 8 月 5 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基层立法联系点
关堤乡人民政府召开《新乡市城市绿化条例（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

图②：2023 年 3 月 26 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河南省五
市人大卫河流域协同立法协调层面第一次联席会议。

图③：2024 年 6 月 12 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新乡市集
中供热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立法听证会，首次围绕重要条款开
展专题听证。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