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重庆电（周闻韬、
黄佳艺）履职 8 年来，维护妇
女儿童合法权益始终是全国
政协委员彭静每年“雷打不
动”的关注重点。

这与她的本职工作不无
关系。作为重庆市一家律师
事务所的创始人，彭静在工
作中会接触到一些前来寻求
法律援助的妇女儿童群体。
接触得多了，她渐渐发现，许
多人往往由于缺乏法律知识
而无法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彭静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
他们解决好这一“痛点”。

2012 年，彭静联合重庆
妇联与女律师协会发起成立
了“重庆妇女儿童维权律师
团”，并出任团长，15 名律师
受聘成为首批成员，无偿为
需要帮助的妇女儿童提供法
治宣传、专业咨询、法律援助
等服务。8 年来，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律师陆续加入这一团
体，针对权益受害的贫困妇
女提供“一对一”法律帮助、
免费代理法律诉讼、调解家
庭矛盾、与未成年人保护法
律志愿者合作……如今，服
务团成员已达 400 多人，足
迹遍布重庆 20 多个区县。

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
委员，给彭静坚持的这份事
业带来了更大的舞台，她开
始更多从制度层面思考
问题。

不久前，一些地区发生
的家庭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彭静为此专门进行
了调研，她前往妇联、法院等
地，与长期关注这一话题的
人士座谈交流，了解《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
实施情况，调研中她发现，推
进这部法律实施过程中还存
在着家暴认定难、举证难、人
身安全保护令执行难等多个
“堵点”。

于是，彭静决定在今年
的全国两会上就推进《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加强受害者权益保障
提出提案，建议国家有关方
面加快完善反家庭暴力法律
制度内容、倡导建立机构间
多元合作机制、建立专门的
家暴救助机构和家暴信息预
警反馈平台，充分发挥法治
对家暴的威慑作用。

工作中，有服务团的律
师向彭静反馈，妥善解决农
村困境儿童的生活、就医、就
学保障等问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我国困境儿童保护
在立法、监护制度和资金保障等方面仍需完善。

彭静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她带着问题
深入一线，形成了大量调研成果，最终浓缩成一
份千字左右的提案，呼吁建立困境儿童保护专门
法律体系、健全困境儿童权利保障措施，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支持困境儿童集中
育养，积极引导规范社会资源参与对困境儿童的
支持。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我努力的方向。”

彭静说，今年自己共准备了 15 个提案，目前正在
进行最后的修改完善。

彭
静
委
员

﹃
雷
打
不
动
﹄
关
注
妇
女
儿
童
维
权

“我认为，做好政协委员要有‘四心’。需要从
公心出发，以热心保持履职激情，用心去发现问
题，以恒心为坚持，为国家社会发展凝心聚力，不
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彭静曾经在
多个场合这样分享自己的履职心得。

连续两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彭静笔耕不辍，

累计提交提案 50 余件。这些提案大多源自其在日
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
中，她提交的《关于切实落实离婚家庭未成年人被
探视权利的提案》，被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评选为
60 件 2018 年度好提案。

作为一名律师，执业 20 多年来，彭静立志运
用所学法律专业知识，带领自己的团队为国家、社
会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作为一名妇联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运用法
律武器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她为之努
力的方向。

她发起成立了“重庆妇女儿童维权律师团”，
几年来 10 多次带领维权律师团成员奔赴偏远山
区和贫困乡村，就妇女儿童人身权益保护、妇女财
产权益保护等问题进行调研，并对困难人员进行
结对帮扶。

为兼顾好本职工作和政协履职。生活中，彭静
几乎从不午休，也很少休假，她的时间都花在学习
和工作上，但始终精力充沛。

记者曾多次采访彭静，一次遇到一个有关家
庭暴力的话题，彭静一直忙到深夜才接受采访，但
一聊到这个话题，她又打开了话匣子，侃侃而谈。

彭静告诉记者，她的信念是当好一个负责任
的建言者，因为政协委员这份沉甸甸的使命值得
被尊重、珍惜且热爱。

（记者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电

“走心”履职方能

赢 得 群 众 欢 迎

■采访手记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菲菲）着一身警服，
口罩遮不住满脸的热情，全国人大代表杨蓉走
在金刚里社区内，不时有居民和她打招呼，“小
杨，你的腰又疼了吧，要注意休息！”也有居民拦
住她反映问题，“杨姐，楼下邻居因为养狗又闹
了，你快给调解一下吧。”“小杨，我们老年公寓
的问题你一定要反映上去！”……

“放心，我一定解决！”杨蓉耐心地询问，并
把这些问题一一记下。

49岁的杨蓉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
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金刚
里社区总面积 0 . 24 平方公里，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建成的一个开放型社区。这里出租房屋集中，
人口流动频繁，素有难干、难管、难防“三难”之称。

杨蓉自 1992 年参加工作，就一直在这里担
任社区民警。她扎根社区，把居民多小的事都当
成大事来办。在她的努力下，辖区内多数小区都
实现了三类可防性案件的零发案。

回到警务室，杨蓉打开手机，登录了一款名
为“杨蓉掌上警务室”的微信小程序。记者看到，
“杨蓉掌上警务室”分为党建文化、阳光警务、警
民家园、社区通知、自助登记、个人中心等多个
模块。这是 2017 年，杨蓉将互联网与传统警务
相结合，进行的一次探索和创新。群众登录小程
序，可以了解警务动态，方便证件办理，也可以
反映问题、建言献策。

“过去，这是我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好帮
手，如今，又成了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一个法
宝。”杨蓉说。

“身份证怎么办理？”“金刚里北二巷高层对
面的高音喇叭扰民”……群众的留言，杨蓉每天
都要看，并一一进行回复。对于一些普遍性问

题，她会整理出来，进一步调研，征求意见，形成
建议和议案。

在去年，不少群众留言，反映一些老旧小区
居民楼一层破墙开店，改为商用，因这些房屋老
旧，管线老化，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
门予以重视。对此，杨蓉和一些代表进行调研，
将群众的意见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在去年
太原市的一些老旧小区改造中，这一问题逐步

得到了解决。
“掌上警务室和实体警务室一样，不仅是警

民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更是老百姓反映问题、建
言献策的窗口和平台。”杨蓉说。

杨蓉的不少建议和议案都源于日常工作的
积累。今年全国两会，她重点关注家庭教育立法
和社交软件治理等问题。“利用社交软件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频发，尽管我们经常宣传，但还是有

不少人受骗，希望能够整合各方力量，加大监管力
度。”杨蓉说。

从一名社区民警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杨蓉
到现在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她也认为，人大代
表和社区民警这两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融
合、相互促进的。“不论是社区民警还是全国人大
代表，都要走到群众中去，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
事。”

杨蓉代表：线上线下听民声，真心实意解民忧

“80 后”的鲁曼，2018 年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近日，记者采访她时，她正风风火火地调研，
“集思广益，才能精准反映群众心声。作为人大
代表，就是要多跑、多听，在走访调研的基础上
建言献策。”鲁曼说。

2011 年，鲁曼和爱人廖正军在江苏省建湖
县创办了一家火鸡养殖场。她运用科技发展绿
色、有机、生态农业，还带领大家共同致富，获得
了农业农村部授予的“全国农村创业创新优秀
带头人”称号。如今，鲁曼的公司已成长为年销
售额 8000 万元的现代智慧农业企业。

为了不辜负群众的希望，当好全国人大代

表，鲁曼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调研。她给记者
“展示”了 2019 年她“积攒”的 56 张机票、132 张
高铁票。“不在学习、调研，就在学习、调研的路
上。”她笑着说，到各地调研，向其他代表学习；

到中央团校充电……她的笔记记了厚厚一摞。
为了了解年轻人，鲁曼还关注了“95 后”

“00 后”喜爱的微信公众号，开展线上调研。“一
定要了解他们的想法，才能精准反映他们的心
声，有针对性地建言献策。”

在建言献策的同时，鲁曼还走进社区、田间
地头、高校等，结合自己的实践，深入浅出地向
广大干部群众宣讲中央精神。记者在一个现场

看到，鲁曼正在征求意见，并讲解有关精神，不时
有热烈的互动。“要吃透中央精神，再用他们听得
懂的语言讲给他们听，这样才能入脑入心。”鲁曼
颇有“经验”地说。

马上要去北京开会了，近些时间，鲁曼在为进
一步完善乡村振兴的具体建议多方征求意见。“希
望通过自己的建言献策，能推动国家出台相关政
策。”鲁曼说。

“做‘新农人’，要做一个优秀的‘新农人’；当
人大代表，更要做一个称职的人大代表。”鲁曼说。

（记者沈汝发）
新华社南京 5 月 18 日电

“集思广益，才能反映群众心声”

见到杨蓉时，她一直站着，一只手不时扶
腰，由于久坐久站，腰疼的老毛病又犯了。但她
却并不闲着，电话铃声不时响起。

“杨警官，你一定要给我反映……”电话那
头，是一家老年公寓负责人，向她反映一些政策
不落实的问题。

自从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这样的电
话越来越多。

49 岁的杨蓉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
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
从 1992 年大学毕业后，她就一直在这里当社区
民警，社区里的大爷大妈叫她“小杨”，年轻人喊
她“杨姐”。

不论是作为社区民警还是作为全国人大代
表，杨蓉都深知，只有把百姓的点滴小事都放在

心上，才能赢得群众信任。
杨蓉所在的社区原是一个治安较乱的地

方，她将社区当家，把群众当成亲人，创新工作
方法，关心解决他们的每一件小事，使得社区面
貌焕然一新。杨蓉的警务室就设在小区内，群
众有事随时可以上门。她还推出了“杨蓉掌上
警务室”，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证件、咨询
问题等。“身份证丢了怎么办”“高音喇叭扰民”

等，每一则留言，她都会在下面认真回复，并一
一解决。

点滴的付出，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
支持。

在疫情防控期间，杨蓉作为社区民警，工作
在第一线。正月初三上班第一天，她就接到社
区菜市场一名商贩的电话，说自己存了 10 个口

罩，一定要送过来；一家药店的负责人送来了防护
服；也有从湖北回来的群众，最初没有上报行程，
后来觉得瞒着不合适 ，主动给杨蓉打来了电
话……

从社区民警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杨蓉为民
办事有了更大的平台。“我们日常工作要接触大量
群众，我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诉求，将其整理成
建议和议案，为制定政策、完善法律提供真实依
据，而这些政策、法律将进一步保障老百姓生活。”

杨蓉说。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平时真正为老百

姓办事，关键时候他们才会‘挺’你。”杨蓉说，不论
对于社区民警还是全国人大代表而言，都是如此。

（记者王菲菲）
新华社太原电

关心百姓小事，才能赢得群众信任

新华社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沈汝发）5
月 12 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军曼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鲁曼来到共青团建湖县委会
议室，与几位企业代表座谈。

“你们公司销售，线上多还是线下多？”鲁曼
问。“还是线下多。”盐城市弘森生态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如龙实话实说。

“想不想做电商呢？”鲁曼问。“想，但公司缺
人才。”张如龙说，公司员工基本都在 50 岁
以上。

鲁曼一边仔细聆听，一边认真做笔记，不时
插话询问。座谈会结束时，她留下联系方式，“有
好的建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

当日上午，鲁曼刚刚在建湖县恒东村开展
调研，征求大家对乡村振兴的意见。如何吸引人
才，利用电商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是鲁曼一直
关注的话题。今年全国两会，她将就此提出相关
建议。

“马上就要开全国两会了，恨不得一天掰成
两天用。”鲁曼说，“全国人大代表是荣誉，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作为返乡创业大学生，鲁曼 2011 年和爱人
一起从事火鸡养殖，当年的火鸡养殖场如今已
成为年销售额 8000 万元的现代智慧农业企业。
她不仅自己在农村闯出一片天地，而且带动许
多群众致富。

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鲁曼更是深耕农村，
问计于民。“产业兴旺才是乡村振兴的‘里子’，

如何让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如何依靠现代智
慧农业促进乡村振兴？”鲁曼希望在调研中寻找
答案。

2019 年全国两会上，她提出《关于进一步
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建
议》《关于推进农村创业创新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的建议》等。

今年全国两会上，鲁曼还将提出建议，希

望推动国企助力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培养造血
功能；加强村集体组织建设，破解村集体组织薄
弱、资源浪费等难题，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路虽远，行则将至。”鲁曼说，“我有信心履
行好自己的职责。”

鲁曼代表：风风火火搞调研，征集富农好主意

■采访手记

■采访手记

何
菲
代
表


传
承﹃
梦
桃
精
神
﹄
做
新
时
代
产
业
工
人

▲ 5 月 13 日，何菲（左二）在活动室与同事们交流。全国人大代表何菲是陕西省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的纺织工人。她 2005 年参加工作，现为“赵梦桃
小组”第十三任组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何菲带领工友坚守在复工复产一线，抢抓工时完成生产任务。她表示，要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发扬好“梦桃精神”，
为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张博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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