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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代表首上两会将为农民工群体代言

面对新身份，他们不怯场
文/本报记者 李钢 郭静 吉祥 孟敏 实习生 于梦羽 片/王媛 李钢 徐延春

本报济南1月23日讯（记者 高
扩） 在2013年山东省两会召开之
际，齐鲁晚报将打造以微博、微信和
官网为依托的全媒体报道平台，以
立体化、全方位的报道形式，第一时
间为晚报的读者和粉丝奉上最新
的两会资讯。

有事没事@晚报。作为晚报的
粉丝，您对省两会有什么新期待？对

省里的大政方针有什么意见和建
议？有哪些民生问题需要我们代为
反映？所有这些问题，您都可以在微
博上@齐鲁晚报。其中反映集中的
问题和建议，我们将带上两会，带给
代表和委员。

参与微话题讨论。两会是一个
参政议政平台，代表委员们讨论和
关注的都是关系到全省发展和老

百姓利益的重要话题，作为晚报的
读者和粉丝，您也可通过齐鲁晚报
官方微博的微话题平台参与热点
问题的讨论。两会期间，我们将针对
热点不间断设定微话题，期待你们
能够第一时间参与评论。

添加晚报微信。微信是新型的
资讯平台，齐鲁晚报官方微信开办
以来，好友数以万计地增长，而晚报

的官方微信每天推送的新闻资讯也
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两会期间，齐
鲁晚报官方微信将一如既往地为晚
报的粉丝呈上最新的两会热点新闻。

另外，齐鲁晚报官方微博还将
开设一些精彩栏目。两会微调查，每
天确定一个调查选题在微博上发
布，邀请网友投票并讨论。两会微访
谈，邀请代表委员、政府官员、专家

学者就相关话题进行微博访谈。两
会案板，本报记者每天精选几条精
彩提案、议案，发布在官方微博，晚
报粉丝可以转发或评论。

齐鲁晚报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齐鲁晚报腾讯官
方微博：t.qq.com/qlwbyw；微信添
加齐鲁晚报为好友：在公众账号
中搜索齐鲁晚报。

本报打造2013年省两会全媒体报道平台

提建议谈想法请@齐鲁晚报

梁菁>>

工资上涨跟不上物价上涨

23日，刚报到完，29岁的省
人大代表梁菁就研究起了相关
文件。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的梁
菁，是淄博泰光电力器材厂一位
普通的车间工人。今年她被选为
省人大代表，成为“大学生农民
工”人大代表。

刚见到梁菁，很难相信她是
一个干体力活的车间工人。“我其
实是学财会专业的。”2008年毕业
后，梁菁就加入淄博泰光电力器
材厂，成为一名普通车间工人。“当
时家里很有意见，想让我换工作。”

“我是80后，从小没吃过苦。”
刚进车间几天，她就感受到了体
力劳动的辛苦，“干一天下来，浑身
酸疼。有时候还要工作10多个小
时。”而让她感觉更为不舒服的是，
车间里的同事大都不是大学生。

“同事们会说，大学生应该去坐办
公室，怎么干车间啊？”因此，她也
曾动摇过。“但是，这几年坚持下
来，感觉在基层工作对自己成长
是很有利的。”梁菁说。

“现在一线工人反映比较多

的是，工资上涨跟不上物价上
涨。”梁菁说，一线工人大都实行
计件工资，厂里订单的多少直接
关系到工人的工资，现在工人的
工资普遍偏低。“而物价却上涨
很快。”因此，她今年打算提交一
份关于遏制物价上涨提高一线
工人收入的建议。

作为80后代表，她还很关心
80后群体的呼声。“现在的80后，
要买房子大都要啃老，房价太高
了。”她调查了许多年轻人，都反
映这个问题。因此，她还想提交
有关年轻人住房问题的建议。

梁菁还对现在大学生就业观
念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在有的大
学生有点‘高不成低不就’，宁可闲
着，也不愿到基层工作。”梁菁认为
这样不可取。很多大学生就业观
念存在偏差。在她看来，基层可
以积累很多经验，对以后个人发
展也是很有利的。她建议毕业大
学生要脚踏实地，要有吃苦耐劳
的精神，而不应把自己看得过
高。

戴一副眼镜的刘新刚看起来
温文尔雅，身上看不到任何传统
意义上农民工的影子。80后、大学
生、农民工、省人大代表，这四个标
签一起贴在了刘新刚身上，“现在
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以前意义上
的农民工了，农民工代表要代表
农民工发出他们的声音，这需要
责任感，更需要知识和文化。”

1月23日下午，在菏泽代表
团驻地，刘新刚正式报到，领到
了自己的代表证。现在山东 (曹
县)龙跃橡胶有限公司任车间主
任的刘新刚毕业于山东大学管
理学院，是一名具备高文化素质
的农民工代表。

出生在潍坊寿光的他是一
名地道的农村孩子，“虽然我读
了大学，但是毕业后就去了民营
企业工作，打交道的也是农民
工，所以对他们非常了解。”

此次当选为省人大代表，他
出乎意料地平静，“心里自然是
激动的，但是想的更多的是，人
民给了我信任，我该如何去承担

这份责任。”
自从获悉自己当选省人大

代表候选人后，他就悄悄开始了
调研，“当时就想着一旦当选的
话，我得有充分的准备去参加会
议，不能打无准备之战。”

他带了两个建议上会，一个
是关于中小型民营企业职工社
保问题，另外一个是民营企业竞
争力提高问题。

身为民营企业基层管理人
员，他说当前的社保政策尽管渐
趋完善，但对于县市以下的民营
企业来说，几乎超过一半的企业
在执行员工社保政策方面做得
不够。“这将严重影响打工人员
的权益，作为其中一分子，我不
能不关注这点。”

“大学生跟农民工并不冲
突，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很
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也将是农
民工群体发展的趋势，因此要代
表他们，必定要不断学习，提升
自己，这才能更好履职，为农民
工群体代言。”

刘新刚>>

为农民工代言，更需文化知识

高锡华>>

我要替农民工群体说话

1月23日下午完成报到手续
后，高锡华非常慎重地拿出代表
证看了看。这位29岁农民工正在
逐渐适应这个新身份。

看得出来，新代表高锡华非
常紧张。她端坐在椅子上，双手
交叉平放在膝前，“压力肯定
有。”

对于新身份，她还在适应
中。几天前，她专门向董事长请
教自己要提的建议，是否存在不
妥。来济南的火车上，她非常认
真地向老代表请教开会期间有
哪些注意事项和纪律，“第一次
当代表，需要先熟悉熟悉。”

她的省人大代表身份是被
羡慕的。毕竟，管着4000名职工
的董事长也只是一名市人大代
表。同事们对这个厂子里唯一的
省人大代表寄予厚望，厂里三分
之二的工人来自外地，他们期待

高锡华能反映外来工住房、医保
等问题。“我是外来务工人员，我
肯定要代表这个群体说话。”

18岁那年，高锡华从吉林柳
河老家，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到
了青岛，此后一直在现在的服装
厂工作。在厂里，她是缝纫班班
长，负责给一线工人分配工作。

“评比的时候，我们班组基本每
次都是质量、数量第一。”

对工作，她喜欢谈奉献和努
力。高锡华说，她每周休息一天，
公司吃住基本不花钱。年底前，
对很多农民工面临的买票难，她
的了解并不多，“回家时公司都
帮我们订票，回来的时候，买不
到也可以找公司帮忙。”

如今她的生活少了一般农
民工在外闯荡的奔波。高锡华结
婚后，在公司所在的镇上买了
房，每月还贷款。

从文弱的幼师，到一名为整
个农民工群体代言的农民工代
表，何中菊用了约十二年的时
间。对何中菊来说，这是一个质
的成长过程。

“我是来为农民工代言的。”
23日，来自临沂市兰山区的何中
菊第一次踏入省城的南郊宾馆，
以一名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履行
自己的职责。

说话时，何中菊显得有些紧
张，看得出来，她对自己的新身份
有些陌生。“我在临沂天元集团工
作，做一名后勤管理人员，主要负
责员工公寓和餐厅的服务工作。”
何中菊说，省人大代表的身份给
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更多
的是促使她成长的动力。

2000年，何中菊幼师毕业，开始
了四处打工的生活。直到2005年，何
中菊来到临沂，遇到了自己的人生

伴侣。于2006年进入天元集团，和丈
夫一起在工地上打工，虽然辛苦，
但毕竟生活开始稳定下来。

“在工地上做了两年的资料
员，丈夫也是装饰公司的一名普
通员工，两个人开始一点点打
拼。”何中菊并没有因为生活的
艰苦，而放弃提高自己，她挤出
时间，自学完成了大专的所有课
程。后来因工作表现出色，她被
调到了后勤部门。

何中菊周边的同事和朋友
都是农民工。她这次带来的建议
也是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有的
地方，新农合不能跨区域报销，
这给农民工的生活造成了很大
不便。”何中菊说，农民工的流动
性很大，有时候想尽尽孝心，接
爹妈到身边来生活，但是老人一
旦生病，就负担不起医药费，希
望这个壁垒可以早点取消。

何中菊>>

挤时间自学完成大专课程

首次增加的5位农民工代表，分布于农民工相对较多的五个城市，5位代表分别是青岛市的高锡华、淄博市的

梁菁、烟台市的马红玲、临沂市的何中菊和菏泽市的刘新刚。他们中年龄最大的35岁，最小的27岁。

对于人大代表这个新的身份，他们大多表示虽然有些紧张，但并不怯场，纷纷表示要为农民工代言。他们所

提的建议中包括住房、就业、新农合等问题，都关系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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