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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

我没有被收买

谈参与原因>>

我好辩论，且说得好

记者：作为普通市民，什么
契机让你开始参加听证会？

胡丽天：2003 年有一天我看
报纸，说成都要搞公交月票听
证。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听证会，
以为是去提意见。我出门全靠公
交，所以我就想去给公交提提意
见。但第一次报名，我落选了。

记者：那次没有打击你的积
极性？

胡丽天：2004 年，报纸又公
告杜甫草堂和武侯祠门票涨价
搞听证，我对杜甫大诗人的草堂
该不该涨价提不出意见，就没有
报名。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
要我去参加听证会。他们说我
2003 年那次报名落选了，但是他
们登记在了“人才库”中，这次专
门邀请我。

记者：你曾说过，你就是为
听证会而生的。

胡丽天：我喜欢辩论，喜欢
讨论，而且我说得好。

记者：参加听证会有报酬
吗，吸引你的是什么？

胡丽天：没有报酬，报名要
去拿文件，还要实地调研，很繁
琐。有的听证会连工作餐也没
有。开完后我们就走了，很累很
饿，意见还不一定被政府采纳。

记者：去北京参加听证会是
自费的？

胡丽天：来回机票、打车、住
宿我一共花了 3000 元，是我三
个月的退休金。

记者：花这么多钱，还是无
权发言的旁听代表，觉得值吗？

胡丽天：省市级的听证会我
都参加了，我想看看全国的听证
会是什么样。而且可以提高我的
层次，别人一说，她参加过国家
会议，多有地位(笑)，这比花 3000
块旅游有意义多了。

谈“中签率高”>>

主要是报名的人太少

记者：你逢会都要报名？
胡丽天：不懂的就不报名。

比如去年四川和成都市有 14 场
听证会。有一场讲“三结合”的听
证，我不懂。剩下 13 场我报名
了，抽中 7 次。还有垃圾听证、殡
葬听证，我觉得有点脏，也不去。

记者：你被选上次数这么
多，原因是什么？

胡丽天：主要是报名的人太
少了，比如成都高污染车限行，要
8 个市民代表，只有9 个人报名。

记者：会不会因为你比较好
说话，有关部门刻意把你选上？

胡丽天：我想他们乐意选

我，因为我愿意调查，意见中肯。
记者：有观点认为，一个知

识分子应该多提反对意见，多批
评，才更能促进社会进步。

胡丽天：这要看什么事。我
觉得批评反对很有价值，但也要
善于表达支持，多提建议。

谈“逢涨必夸”>>

上帝也应通情达理

记者：现在物价高涨，人们
都愿意价格越低越好，你为什么
不反对涨价？

胡丽天：比如杜甫草堂门票
涨价，听证会当时就在武侯祠里
面开。当时申请方列出北京、上海
等地的门票，都是近百元。成都这
两大景点只有30 元，太低。我就同
意了。我那时退休金500 多块。我
跟他们说，如果不是你们邀请，这
地方我进不起。但是他们给我们
算了成本，他们也要发展，要维护
文物，我觉得有道理。

记者：那比如数字电视收费。
这些垄断企业，人们觉得应该尽
量少收钱。听证会上你们代表了
很多人，不是更应该反对涨价？

胡丽天：当时也有代表反
对，认为这类垄断企业是一本万
利。但是他们是靠技术吃饭，那
次涨价 20 元，但可以接两台电
视机，也合理。消费者是上帝，但
是上帝也应该通情达理。

记者：你有批评意见吗？
胡丽天：比如，成都太堵；比

如，社会分配不公，我都要批评。

谈“听证意义”>>

总比几个官员

闭门造车好

记者：怎么看网上对你们
“四大金刚”的关注？

胡丽天：我们四个人有社会
责任感，希望社会理解我们，也
希望更多的人参加听证会。

记者：一些人觉得听证会都
是安排好的，走过场，没意义。

胡丽天：也不是。比如成都限
车的听证会，我同意，但大部分代
表都激烈反对，最后没有通过。

记者：你相信听证会吗？听
证意义何在？

胡丽天：我相信。虽然不一
定有多大力量，但总比几个官员
坐在办公室闭门造车好，起码我
要他们知道那不是全票通过。

记者：今后会继续参加？
胡丽天：我有很多话想说，

有意见想表达，但我不是人大代
表，不是政协委员。听证会就是
我的机会。有些人喜欢打球，有
些人喜欢选秀。我凭什么不能喜
欢参加听证会？

据《新京报》

格对话

听证会就是我的机会

力挺涨价，是自己的判断

涨价这种事，谁提谁欠揍。
胡丽天不信这个邪。前几天，

成都举办占道停车收费调价听证
会，她被抽签选为无车听证代表，
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涨价。

胡丽天很快成了网络红人。
一场小规模的“人肉搜索”在所难
免。她很快被冠以“参会必涨”的
标签，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
涨停车费、摇号购车等“前科”，被
网友一一历数。

网上说她一共参加了 19 次
听证会。胡丽天告诉记者，这不
对，是 23 次，其中价格听证会 9
次。这里面，5 次同意涨价，两次
旁听未发表意见，1 次反对涨价，
1 次有不同意见。“这些人怎么可
以造谣呢？”胡丽天说。

5 次同意涨价的听证会分别
是武侯祠、杜甫草堂门票价格由
30 元调整为 60 元，四川省义务
教育“一费制”方案听证会，成都
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格调整，成
都有线电视收费以及成都机动车
临时占道停车收费调整。

在成都地铁票价方案听证会
上，方案为 1 号线 2-4 元，2 号线
2-5 元，她的意见是 3 元一票制，
刷卡优惠，两小时内公交车免费
换乘。
9次价格听证 5次力挺涨价，

这比例不小。网友质疑，胡丽天参
加听证会就是“被收买”、“被代表”，

就是个“史上最牛群众演员”。
胡丽天说不是这样的。“力挺

涨价，我有调查，是自己的判断”。
去年她学会了上网，会在 Q Q 群
里面，征求其他人的意见。

例如，提高停车费问题，如果
停车费调整为首个小时 10 元，以
后每个小时 6 元，那么上班族一
天停车费需要缴纳 52 元，相当于
打车 11 公里，搭乘公交车 26 天，
乘地铁 14 次，“涨价会倡导大家
选择公共交通。”

成都刚刚召开提高机动车占
道停车费听证会，胡丽天作为无
车代表参加听证，同意提高收费。
她觉得力挺涨价没啥不妥。首先，
道路用来行驶，停车导致拥堵就
要付出代价；其次，占道停车导致
其他车辆行车危险，和酒驾一样
危险；再次，如果地下停车比地面
便宜，那么人们愿意在地下停车；
最后，私家车不是必需品，提高收
费可以承受。

应该听政府的话

得名“最牛群众演员”，胡丽
天很受伤。

听证会有啥好？“最起码涨价
之前通知我一声，我还有表达抗
议的权利，这是一个进步，应该要
珍惜。”胡丽天说。

对于听证制度的质疑，胡丽
天也认真思考过。新闻说听证会
是被安排好的，听证人员也是举
办单位找的，这些她都认可。“有

时候，我们的意见确实不能左右
最后的结果，但即使不能改变，也
要让决策者知道我们的态度。”

那为啥还总是支持涨价？现
在猪肉都涨到 16 元一斤了，涨价
对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事情。但我
们这一辈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对
党和政府有特殊的感情。“总体来
说，政府是衣食父母，作为儿女，
应该听政府的话。”

对胡丽天质疑四起之际，一
张照片在网络上也迅速流传，让
怀疑显得“很靠谱”。照片里，胡丽
天、廖冰虹、张见远、唐厚义四人
围坐，面朝镜头，春风得意。发帖
网友冠以《火速围观：成都听证专
业户》的名字，颇具深意。

“我们可没有被收买”，胡丽
天说。照片是去年电视台报道时
拍的，当时要报道她热心听证会
的事情，但觉得自己分量不够，

“就把四人一起喊到一个茶馆”，
当时起的标题叫《听证会四大金
刚》，后来改成《听证专业户》。四
人都是听证会的常客，同时也是
成都本地耳熟能详的热心人士。

胡丽天觉得，那些骂人的网
友本身也有参加听证会的权利，
但主动放弃了，没有资格说我们。

网络上，胡丽天有一句名言：
“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
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对此，
她断然否定，“这句话我从未说
过。和年轻网友相比，我们这一辈
人与他们有代沟。”

据《南方都市报》

爱听 证，爱“ 涨

价”，爱各类社会公益；

爱学习，爱较真，更爱

“老有所为”。

她早已退休，自称

四川“听证第一人”，10

年时间参加各类听证

会 23 次，5 次与政府

的步调一致。几乎是一

夜成名，“参会必涨”的

标签下，她被网络戏称

“史上最牛群众演员”。

她是成都退休市

民胡丽天，今年 64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