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过去一年，你在征求民意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胡小燕：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征求民意，一个是通过总工会；一个是通过

网络，会有许多人给我留言反映情况，我自己也会主动收集信息；还有一个是
通过和我身边的农民工交流。

2 履职一般会遇到哪些阻力，你会怎么办？
胡小燕：我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公司的老板、我的家人很支持我，政府和媒

体方面给我很多帮助，对我进行培训等等。不过，确实遇到过一些小波折，因
为最初履职没有经验，面对媒体时也不够成熟，受到了舆论的批评。但我觉得
这些批评让我成长得更快。

3 你认为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最应具备的品质和能力是什么？
胡小燕：我觉得是要有感恩的心，多为别人着想。当人大代表不是当官，

是要奉献。既然群众信任你，选你当代表，一定要感恩，多做事。

4 你对代表更好地履职有什么建议？
胡小燕：多请教老代表，多学习。要多和周围群众沟通，学会做桥梁。对

任何人的话都要听清楚想明白后再做回答。我最初当代表时太莽撞了。

■ 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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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代表胡小燕：“变身”不变心
变身白领仍关注农民工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认为“谁替农民工说话，谁就代表农民工利益”

这一年，人大代表胡小
燕被频繁问道：“有人说你已
经不是农民工代表了，你怎
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2009 年 ，为 了 女 儿 读
书，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
民代表胡小燕落户佛山市，
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随后，她辞去车间的工作，转
做销售，成为一名“白领”。

今年 2 月 23 日，胡小燕
坐在佛山市三水区总工会
的一间办公室接受采访。
身穿蓝色短袖大衣、黑丝
袜、酒红色短发的她，与此
前网上穿西装、扎辫子的照
片，判若两人。

胡小燕没有直接回答
被问多次的问题，她微笑着
说：“先来说说我平时作为
代表的工作。”

下班做代表

在公司，胡小燕说，不会
因为人大代表的身份受到特
殊照顾。她可以在上班时间
外出参加活动和开会，但必
须完成规定的工作量。

加班，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人大代表，她收集民意
的工作，通常是在晚上 8 点
后。她总结自己是“上班做
工作，下班做代表”。为了不
影响家人休息，她自己睡一
房间。

去年 9 月，胡小燕被公
司派到佛山市三水区总工会
脱产学习，主要学习维权和
工会建设等内容。在总工
会，经常遇到工人的投诉和
求助等问题，只要不外出开
会和接受采访，她会坐在“权
益部”工作人员的身边，一边
听他们劝解和处理矛盾，一
边做笔记。

工作人员到工厂调研访
谈，她每次都跟着。“我不仅要
学习工作技巧，还要收集和总
结农民工的诉求，了解他们面
临的各方面困难，这些都是我
提案的来源。”胡小燕说。

建议多是围绕农民工

四年来，胡小燕的建议，
大多都围绕着农民工群体。

在“ 两 会 ”上 ，胡 小 燕
一共提了 17 个建议，从农
民工子女在城里高考，到
建 保 障 房 解 决 农 民 工 住
房等。

“最难忘的就是 2008 年
提出的第一个建议。”胡小燕
说，那一年，她建议，如果农民
工在当地打工两三年，建议让
农民工子女在父母就业地享
有参加中考、高考的权利，与
当地学生享受同等待遇，并逐
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胡小燕说，当提出“优化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
时，她心里满满当当，“充满了
责任感，但也有些心酸”。

2001 年，胡小燕离开四
川老家到广东打工，再没有
回过家。她的一对双胞胎女
儿由公公婆婆照顾，每隔两、
三年才能去看望一次。在电

话里，每次听说女儿调皮，她
批评完女儿，挂掉电话，经常
已是泪流满面。

她提的另一建议，关于
解决农民工居住问题，也备
受关注。2010 年，胡小燕建
议政府出地修建农民工公
寓，每套 50 平方米，按照每
平方米一两千元钱发售，让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户口能
跟随落户。

当时，该建议一提出，会
场上便窃窃私语，甚至有人
不以为然地笑出声。在房价
疯涨的当下，胡小燕的建议
似乎天真得不切实际。

令许多与会者想不到的
是，2011 年，广东开始实施
新政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也可以享受保障房。

23 日，胡小燕说，她并
不认为自己有先见之明，“这
些建议和意见是农民工心底
的需求，带着他们的体温，我
只是把它们说了出来。无论
看上去有多不现实，但提出
来就有实现的可能。”

拉家常收集建议

今年的建议，胡小燕正
在草拟中。

平时，收集建议的途径，
除了从网络上了解农民工的
生活状态，胡小燕更多地是
从自己和身边同事的生活中
发现和总结。

胡小燕举例说，她的邻
居是一对年轻夫妇，两人都
在公司上班。两年前，夫妻
俩将孩子接到身边读小学。
一家人幸福地团聚后，新的
烦恼却随之而来。孩子放学
早，或放暑假时，只能独自在
家，夫妻俩一边上班，一边要
担心孩子安全。

“小燕姐，心里惦记着孩
子真没法工作。”周末，坐在
家里，胡小燕和邻居们拉家
常时，这位年轻的母亲向她
诉苦。

几乎每个周末，胡小燕
都会到邻居家去聊天。上班
休息时，胡小燕会和工友们
坐下拉家常，类似的烦恼，她
听到很多。

该 如 何 解 决 这 一 问
题？工友建议开办一个暑
期乐园，孩子们可以学习和
玩耍，家长也不用担心他们
的安全。

胡小燕把工友们遇到的
问题和建议记下来，2011 年
8 月，在 NGO 和社会热心人
士的帮助下，先开设一试点

“小燕暑假乐园”，为 40 多名
孩子提供了一个暑假的快乐
生活。

通过小燕暑期乐园，她
总结了经验：“可以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的方式开办公益性质的暑
期活动项目。”

胡小燕说，她计划将解
决暑期“留守”农民工子女生
活学习的问题作为她今年

“两会”的一个建议。
此外，胡小燕今年的建

议 还 涉 及 到 农 民 工 过 劳

死，农民工生活条件改善
等问题。

改变与不变

四年的代表经历，让胡
小燕变化很大，不只是外表，
还有举止和谈吐。

多次采访胡小燕的记者
小邢注意到，2008 年，胡小
燕刚当选人大代表开记者招
待会时，坐在台上整个人“不
自在的样子”，回答问题很简
单，答完后还说一句“回答完
毕”，会后，也不太敢与同行
的广州团里的专家、官员打
招呼。

当年，胡小燕开完全国
人大会议回到佛山，因为不
堪每天上千个电话关机而
被媒体批评。一些记者也
因她不接受采访而对她印
象不佳。

如今，胡小燕面对镜头
十分坦然，还不时和摄影记
者开着玩笑。回答问题条理
清晰，虽然有些话“比较官
方”，但“颇有分寸和技巧”。

胡小燕认为改变是进
步。2008 年，一位美国记者
采访她：“当选人大代表后，
你下一步怎么做？”胡小燕想
了想回答：“我还不太知道，
请包涵。”

“人大代表就是群众和
政府间的一座桥梁，我们要
尽可能反映群众的心声。”
2008 年，当上代表后，参加
第一次培训，胡小燕记住了
这句话。

在培训中，学会看政府
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是一
项重要任务。胡小燕说，第
一年，她拿到厚厚的资料，觉
得是“天书”。如今，她已经
会对比两年的财政预算，读
出国家今年的财政重点投入
方向，“可以发现近几年，国
家在民生方面投入不断加
大，这样的预算，我愿意投赞
成票”。

人大代表的身份，从内
到外，给胡小燕带来很多改
变，不过，她的生活似乎还
一如从前，至今住在厂房改
建的宿舍——狭窄的房间
说话听得到回响，双人床、
饭桌、小小的写字台、储物
的小矮柜、三把椅子……

陈设与隔壁其他工人的
家几乎一样，最大的不同是：
墙上挂着一张精心装裱过的
照片，那是 2008 年在两会现
场，总理温家宝和胡小燕微
笑握手的瞬间。

“我的户籍和农村户口
变了，但有些事却没有改
变。”胡小燕回到开头记者提
到的话题，她说，自己仍生活
在农民工中间，家人也是农
民工，她和农民工们一起工
作、交流，并关注和关心着他
们，替他们表达诉求。

“我认为，谁替农民工说
话，谁代表着农民工的利益，
谁就是真正的农民工代表。”
胡小燕说。

□本报记者 孔璞 佛山报道

■ 履职

胡小燕 佛山市三水区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
车间副主任，现在佛山市三水区总工会脱产学习。
2008年，成为中国首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

■ 人物

在博客里，胡小燕公布各项工作进展，还有她的
电话和信箱。除了处理大量博客留言和邮件，她还
要经常接听各种电话。

不过，半数电话是寻求帮助和安慰，“还遇到过
让帮忙找媳妇的”。虽然这超越了代表法定的职责，
但她都会耐心地倾听、开导。

她做代表，不只是接听各种来电。
2010 年 6 月，胡小燕和《南方工报》合作开设了

反映农民工声音的“海燕信箱”。
2011 年 8 月，她倡导开设了专门针对外来务工

子女的“小燕暑期乐园”……她还要参加各种会议和
调研，接受一轮接一轮的采访。

“两会”上，她曾建议将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纳
入教育发展规划和教育经费预算；建议让农民工分
类参加养老保险。

23日，胡小燕在办公室接听群众反映意见的电话。 本报记者 孔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