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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都是指音乐和而谐，从而美妙动听，后来引申出社会关系

特别是人际关系的融洽和睦，成为治理社会的一种标准。意

即，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就社会关系来说，特别是人际关系

，都应当像音乐那样和谐而美妙，而不能是杂乱无章的乱弹

琴。 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又是一个伟大的

工程。它让人心动，让人向往。我相信，只有真正代表最广

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但是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坚持不懈地

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才能建设成功。那么，作为人民群众

代言人的人大代表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大代表是联结人民

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主要桥梁，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是

社会裂隙的粘合剂，是社会矛盾的化解剂，是社会潜在冲突

的转化剂。 因为社会矛盾是客观地普遍地存在的，社会矛盾

的两个主要方面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而人民政府又是矛

盾的主要方面；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主要靠人民政府做工

作，同时要靠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国家

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人民代表是处在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

的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许多事情的沟通，许多矛盾的化

解，要靠人大代表从中做工作。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所决定的人民代表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从马克思主义理

论上讲，人民政府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它作为国家机



关，在本质上仍然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掌握公共权

力”的国家机关，它要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来调整社会各个阶

段、各个阶层、各个团体、各个不同人群的利益，使之尽量

和谐，使社会尽量平衡，不至于发生重大的尖锐的社会冲突

。因而它的工作性质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人民群众处于

一种被管理而又必须接受管理的状态，许多工作不是与人民

群众那么直接面对面地进行，甚至于有时违背其所代表的人

民群众的意愿。而掌握和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的公务员，

其政治素质又是参差不齐的。作为矛盾的另一方面的社会主

体的人民群众，尽管其主流意愿是一致的，但思想和要求往

往呈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很难达到思想完全统一，步调完

全一致。这就难免会出现不那么和谐的社会情况。如果政府

机关中再出现一些“权力异化”的问题，那相互之间的矛盾

就会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对抗性”的但不是敌我性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中间的人大代表

，应当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减少矛盾、化解矛盾、转化矛盾的

调解人的角色。 一、人大代表应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代言，

尽力减少矛盾，努力营造和谐氛围。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

社会。多元社会事实上是利益多样化的社会，它是市场经济

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不同的利益群体一

经形成，它们不仅有经济上的要求，而且必然生产出相应的

政治要求和其他社会要求。它们需要有合法的渠道来表达其

利益要求，并要求国家的政治决策充分体现其利益需要。人

大代表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人大代表有责任，也有

义务通过积极参加大会和闭会期间各种活动，提出议案建议

等方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表达出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使



人民群众的意愿能够及时、有序地得到反映，营造出和谐氛

围。一是要提好议案建议。每位代表在人代会召开前，都应

深入选区联系选民，听取选民的呼声，了解选民的建议、意

见和要求，为提出议案建议做好准备。二是代理群众信访。

人大代表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应广泛开展人大代表接

待群众信访活动，使代表更加了解民情民声，增强与选民的

联系，将一些群众反映较为强烈、影响较广的信访难题通过

代表建议这一形式提交给一府两院办理，使民意表达更加顺

畅，基层的矛盾得以及时化解。 二、人大代表应当架起党和

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尽力转化矛盾，努力打造和谐

基础。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和善治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

必须协调好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政府与人民群

众的关系。因此，人大代表无论是在人代会期间还是闭会期

间，都要通过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做到下情上达

、上情下达。一是及时反映民意。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行职责

，尽心尽责地向政府反映民意民情民心，让政府及时了解靠

一般行政系统反映不上来的，或者不能直接从群众中了解到

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潜在的重要情况，从而及时改进政府工

作，及时做好化解矛盾的工作，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二

是为民排忧解难。人大代表应当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积极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为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解难事。三是协助政府推行工作。人大代表应主动

向人民群众宣传政府为民办事、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等方面

的方针政策，以及进行这些工作应当具备的客观条件和当前

的困难，需要人民群众协助政府做好的工作等，使得人民群

众既了解政府、理解政府、支持政府，又自觉地清除妨碍社



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错误思想，自觉地纠正影响社会进步的

不良风气。要通过人大代表的这些工作，使得政府与人民心

相通，意相连，思想同拍，步调一致，感情和谐，关系融洽

。这样，社会的主要方面就可以成为一种和谐的局面，从而

带动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人大代表的监督使社会的政治利

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地

分配，尽力化解矛盾，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 和谐社会是一

个公平的社会。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

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

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因此，社会

公平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当前，我国经济处于新一轮高速发

展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矛盾和问

题，特别是群众普遍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不好往往

会成为一个地方不和谐的主因。在这些方面，人大代表可以

很好地利用自身优势，参与检查访“热点”，深入调查问“

难点”，及时督促化解不和谐的成因。一是参与专题调研、

视察和执法检查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全面准确地把握社情民意，

为自己参政履职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参与评议活动。人大

代表应积极参与对“一府两院”及其部门工作的评议活动，

督促“热点”、“难点”的解决。要督促政府加大执法力度

，经常性、季节性地加强检查监管，对群众反映的司法不公

等案件，应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或两院提出，使错误得以纠正

，使问题得以及时解决。 我认为，人大代表在构建和谐社会

中大有可为，它既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又承担着极其特

殊的使命，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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