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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公民自荐
参选之路

今年是新一届市、县区、
乡镇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年。
即将展开的换届选举也是《选
举法》修订后的首次选举。去
年3月新修订的《选举法》规
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
人大代表。据统计，这次换届
选举将产生200多万名县乡两
级人大代表。

人人可以选代表

根据我国法律，凡年满18
岁的中国公民，不分民族、种
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
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
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
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
利的人除外。

人大代表选举采取直接
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
县、乡、民族乡、镇的人大代
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全
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
代表，通过间接选举方式，由
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

在直接选举中，代表候选
人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
或单独推荐，选民10人以上联
名也可推荐代表候选人。

参选公民可以到当地居
委会或者街道选举办公室领
取《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登记
表》，向自己的支持者征集联
名并及时提交。

对于非本地户籍的参选
人士，需持有暂住证，在取得
原户口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
明后，在其所在单位或暂住地
进行选民登记。

从初步候选
到正式候选

从初步候选人到正式候
选人还有一大步要跨越。

北京市委党校选举与治
理问题研究专家袁达毅曾在
2003年参加了所在选区的人
大代表选举，并进入了25位初
步代表候选人名单。

而在稍后协商正式候选
人时，这份征求意见名单上只
剩下4个人。虽然袁达毅的名
字在这4人之中，但是他表示，
并不清楚名单产生的流程。

接下来的环节是选民小
组讨论、协商，酝酿产生正式
候选人。也正是在联组协商会
上，袁达毅被16个联组组长用
选票“协商”掉了。他获得的答
复是：“根据各组介绍的情况
表决。”

根据全国人大的解释，这
一过程“由各选民小组的组长
征求小组内选民的意见，再由
选区将各选民小组的意见予
以汇总，根据各代表候选人获
得赞同意见多少的顺序，确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还有几天刘若曦就 18 岁了，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

参加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他喜欢周杰伦，喜欢

NBA，但他更爱胡适、爱孟德斯鸠；他善于思考，特立独行，在学

校爱挑头儿，争取更多的平等对话的机会。

大男生的
公民第一课还有几天刘若曦就18岁了，

他为自己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参加
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

这份特殊的“成人礼”在微博
上晒出后，深圳市高级中学的这个
二年级男生几乎是一夜走红。5月
30日下午，他先后接待了5批前来
采访的记者。

他向记者侃侃而谈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中关于中国的论述，
但这并不妨碍他接着就与教室里
其他同学轻松谈笑。送走最后一名
记者，他马上和同学们在空地上玩
起了毽子，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
发生。

同学都称他“刘代表”

5月 29日中午，刘若曦发微博
称：“还有10天，我便成为一名成年
的中国公民。经与父母商讨，我已决
定参选今年深圳市福田区人大代表
换届选举。姓名：刘若曦，年龄：十八
岁，参选理由：依法参选人大，是宪
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理念：人民
代表为人民。为民众表达诉求、争取
利益。口号：民主政治，需要每个人
的参与。请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尽管还没有什么响亮完整的竞

选理念、参选口号和纲领，但他的微
博迅速引来了网民的大量围观，其
粉丝以每小时 100人的速度增加。
截至 5月 31日早 6时 14分，他的
微博粉丝量达到 1749个，转发量超
过 3000次，评论数以百计。
学校很多认识他不认识他的同

学都“挺他”，很多学生在网上表示：
“希望他能成功！”身边的同学很多
以掌声支持他，甚至有人在学校见
到他，打招呼都改成“刘代表”了。
他所在的深圳市高级中学高二·

八班的同学们对他的“参选”并不感
到意外。同学们说：“这件事发生在他
身上，简直太正常不过了，他就是这
样的人，跟他平时没什么两样。”
同学眼里，刘若曦就是爱“挑头

儿”。“食堂听证会就是他带的头！”
上学期末，学校举行考试，为了让学
生提前体验高考的感觉，学校决定
实行单人单桌。没能安排进教室考
场的高二·八班，只能把冷飕飕的食
堂当考场。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刘
若曦号召同学联名给校长写信，双
方还坐下来进行了“食堂听证”。虽
然最终食堂还是成了考场，但是经
过这样的民主评议，同学们和校方
达成了共识，他们也坐在打扫得干
净整齐的食堂里平静地考完了试。

成绩一直在十名左右

“有个性、有主见、有自己的独
立判断、有思想”，这几乎是每一个
带过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从高一
到高二，他的考试成绩一直在十名

左右徘徊，“英语尤其棒，是难得的
尖子”。
可刘若曦认为自己并不讨老师

的喜欢。“可能是我不太听话，自己
的观点比较多。老师也批评说，希望
我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他说。
这个高中生的视线远不仅仅是

在校园。下大雨时，他会在微博上实
时播放路况：梅山街水已高过鞋，通
行不得。他去医院看病，发现楼层设
置极为不便：八楼看内科，一楼缴
费，三楼心电图，再回八楼，再去一
楼缴费，二楼抽血，下午 3 点拿报
告。于是他在微博中质疑：这些事不
能一次干完吗？
他不认同现在的教育，觉得中国

的应试教育体制养活养富了一批“考
试产业者”，这种看似公平的教育体
制，牺牲了学生的自由发展。他不愿
意自己成为不会思考的“考试机器”。
他算得上是“潮男”，像同龄人一

样，追着周杰伦的演唱会看，抢购
iPhone 4，喜欢看NBA篮球，喜欢听
日本植村音乐《厕所女神》。但这并不
影响他热衷“三农”问题，他对那些农
民工工资拖欠事件表示很心酸。他还
呼吁大家每月捐出 10元钱给一家慈
善机构，帮助那些在农村需要帮助的
人。他说：“愿施比受更有福！”
当然，相比得奥运金牌这样很远

的大事，他更愿意考虑学校体育馆之
类的“小事儿”。他一次次看学校的体
育馆规划图，希望学校能重视体育。
他说：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拿了
再多金牌又有何用，只能说明举国体
制在攫取金牌上的成效，并不是中国
体质教育的成果。体育课都舍不得
上，要给期末考试让路，不就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吗？

他不躲闪那些尖锐的问题。他
对社会上“恨贪官，又拼命报考公务
员；骂垄断，又削尖脑袋往高薪单位
钻；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
关系”的现象予以评论：很多人不希
望平等，只想在不平等中占据有利
的位置，从而俯视一切。

最崇拜的人物是胡适

在他摆满课本、练习册的书本
堆中，扎眼地摆着一些似乎本不该
属于中学生的大部头。随便一翻，一
本蔡定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映入眼帘，里面早已用红、蓝两种颜
色的笔画满了批注。
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泽厚的

《论语今读》、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
烈》、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也在他
的阅读书目上。“每周都要住校，没事
无聊的时候，不读书能干吗呢？”
这个号称不爱凑热闹、有“人群

恐惧症”的大男孩，最崇拜的人物是
胡适。他说：胡适是一个非常传奇的
人物，有很多社会和政治观点，即使
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
他在微博里引用胡适的话：“我

们谈自由，就是要容忍异己的意
见和信仰，不承认异己自由的人
就不配谈自由。”
以胡适为榜样，在微博上，刘

若曦表示自己要容忍甚至接受“异
见”。有人质疑他：你为什么不用简
体字呢？用简体字会拉近你和选民
的距离。很快，他原本惯用的繁体
字微博就改成简体字了。

如今，很多网友赞赏他，“后
生可畏，90后的小子不得了”。不
过也有网友认为，“参选很性感，
现实很骨感！选举需严肃对待”。
还有种种议论，说他是作秀，并表
示自己“肯定不会选一个小屁孩
做人大代表”。甚至，还有谩骂的。
刘若曦表示：“我真的没有‘作

秀’的想法，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
权利意识。”

他说，之所以还没来得及做
调查，是因为“对自己要参选的选
区还没有确定”。参选之前，这个
高二男生特意去图书馆查阅了有

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并且通过深
圳市政府网站和福田区人大网
站，了解区人大代表的换届时间、
参选的程序等等。
6月 8日是刘若曦的 18岁生

日。“我要跟父母一起度过这个生
命中最难忘的日子。另外，我还将
把我的参选纲领等完整的文件在
网上公布。”
刘若曦父亲是深圳市的一名

公务员，母亲是一位教师。他说，
父母对自己一向是开放、宽容的
教育方式，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要
不违法违纪，他们都支持。
他说自己的理想不是去政府

部门工作，大学毕业之后，他更愿
意做一名独立的评论员和学者。
他在微博上写下了这样一段

话：“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
环境，大环境也会随之改变，做自
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
太阳几点升起，但能决定自己几
点起床。” （据《中国青年报》）

格链接

刘若曦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