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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70 周年。全国两会是观察中国政

治文明的重要窗口，记者在上会采访前就提前谋划，着力挖掘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为人民”理念的深度融合案

例。在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当天，记者偶然得知全国人大代表、民

建中央委员蔡玲的履责故事：她围绕民营经济提出多项建议，在会议期

间接连收到三封来自相关部门的感谢信。记者敏锐捕捉到这一兼具制度

阐释价值与情感张力的线索，迅速联系蔡玲代表沟通采访时间，进行深

度采访，最终完成通讯稿件《三封感谢信背后》，通过“小切口”折射

“大制度”，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70 年实践提供了鲜活注脚，生动诠

释了植根中国土壤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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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通过具象化的人大代表履职故事，产生了多重社会效益。它以

“建议—反馈—落实”的闭环实践为解剖样本，有效破解了公众对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认知壁垒。同时，通过制度实践的故事化表达，展现了

中国政治制度“解决问题”的务实导向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感可知。

稿件在微信公众号首发之后，很快就获得 2.3 万的单条阅读量，有网友

留言说：“人大代表就应该这样为人民干实事。”稿件在杂志刊发后，

多位民主党派人士也向作者发来消息，对报道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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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感谢信背后》是一篇兼具政治高度、新闻深度与传播温度的
优秀新闻作品，生动诠释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效能与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鲜活生命力，是一篇优秀的典型报道。具体推荐理由如下：

一是选题“重”。紧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 70 周年节点，通过
蔡玲代表聚焦民营企业发展建言获三部门致谢的典型案例，呈现制度优
势与治理效能结合，同时呼应中央优化营商环境战略，凸显重大主题的
时代价值。二是构思“巧”。以三封感谢信为叙事主线，串联“调研—
建言—反馈—落实”完整链条，从一线案例到报告修改、专项行动推进，
层层递进展现代表履职与国家治理的同频共振。三是立意“新”。通过
人大代表个体履职故事，深刻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微
观折射“中国式民主”内核，为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政治文明提供鲜活样
本，有显著社会效益。四是采访“实”。报道巧妙运用多重信源，细节
丰富，数据与案例交织，既体现记者扎实的调查功底，也为制度叙事注
入坚实的事实支撑。五是温度“暖”。突破程式化叙事，以“信件”为
线索和情感纽带，通过细节平衡制度阐释与人文关怀，实现了政治话语
的柔性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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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感谢信背后

文｜《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3月 9 日，全国人大代表蔡玲收到了财政部的感谢信。

这封落款日期为 3月 8 日的信中说：“您对《关于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 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等提出的意见很有针对性、建

设性……根据您的意见，我们已经在《报告》第 22 页倒数第 7 行，增加‘健全

防范化解拖欠企业账款长效机制。’。”

接着在 3 月 10 日和 11 日，蔡玲又陆续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感谢信。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落款日期为 3月 10 日的信中说：“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 24 页第 5 行‘合规改革，’后增加‘依

法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最高人民检察院落款为 3 月 9 日的感谢

信，内容也与蔡玲提出的“拖欠企业账款”相关建议有关。

蔡玲现任民建中央副秘书长，作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参政党成员，她长期关

注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

蔡玲向《中国报道》记者回忆，在 3 月 6 日下午的代表小组会上，她结合

自己的调研，列举了一些来自一线的案例，提出要解决民营企业最关心最现实最

直接的切身利益问题，建立拖欠账款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当天，列席会议的

财政部工作人员将她的建议记录反馈，“我们讨论完第二天，他们就开始研究，

研究完就立刻给予书面答复”。

同样，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蔡玲也结合实例就拖欠企业账款问题提

出了建议，并很快得到了答复。

“这些报告都是经过许多轮修改，千锤百炼之后才形成的，要想增加、改动

内容，不是容易的事。他们采纳了我的建议，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可以看出他们

踏实的工作态度和优良的民主作风。”蔡玲说。

“深入调研，讲真话、讲实话、讲群众的心里话。”这是蔡玲在履职中坚守



的信条。

蔡玲一直关注民营企业被拖欠账款问题，“我参与过多种形式的调查，有超

过 18%的企业反映现金流紧张，应收账款拖欠是现金流紧张的主要原因。”她

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有的企业出现“账款倒挂”，自己采购用现金或短期账

款，却要承担中长期账款拖欠，订单越多越走向破产的边缘，“这关系到企业家

的身家性命，拖不起”。

民营企业具有“56789”的特征，即税收贡献超过 50%，国民生产总值占

比超过 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占比超过 70%，城镇就业超过 80%，企业

数量占比超过 90%。“当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四新经济’

已经成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截至 2023 年 3 月底，我国‘四新经济’

民营企业已超过 2000 万户，新经济新业态保持强劲发展态势。可以说，民营企

业是稳增长、稳预期、稳就业的主力。”蔡玲认为，被拖欠账款是民营企业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亟须得到有效解决，要推动政府部门、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清欠。

去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问题；8 月，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提出

要加大对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清理力度，重点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拖

欠中小微企业账款；9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清理拖欠企业账款

专项行动方案》。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去年最高法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

款案件开展专项行动，执行到位 187.8 亿元。

“这都体现了国家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支持。但除了专项行动，我们还

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建立长效机制。”蔡玲表示，她今年提交了《关于加快推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建议》，希望能通过立法为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蔡玲曾多次参与中小企业促进法执法检查工作，深知民营企业的痛点。“我

对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法条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法规有了，如何更好地执行？所

以对于民营经济促进法，我希望能够从一线实例的调研实践中，从民营企业家切



身关注的问题上，提出更具体的建议，维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她说。

对于这次两会期间收到的 3封感谢信，蔡玲感到非常高兴，“这说明了我的

建议是反映真实问题、代表人民利益的，和国家的政策取向一致，是有价值的”。

今年全国两会，为了做好听取和回应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工作，多部门都采取

了行动。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及早着手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安排工作人员到人大各

代表团和政协各界别现场旁听，形成代表委员发言记录，并综合两会简报及

“2024·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留言”小程序上的意见建议，认真梳理代表委员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转送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时办理回应。国家发改委、

工信部、财政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也通过旁听会议、设置热线电话等举

措，充分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

蔡玲曾经担任第十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8 年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并在 2023 年连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 多年的参政议政、建言献

策中，她亲身经历了许多基层心声通过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写进国家政策、和法

律法规的事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国家根本政治

制度的显著优势”。

“我在依法履职过程中，深切体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党和国家大事汲取

人民智慧的真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良政善治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实践。”

蔡玲表示，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她将继续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以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勤勉尽责的工作作风，忠实依法履职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