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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確實代表了北京市公交的形象，百
分百取得了車隊181名職工的支持，

以無記名投票的形式高票當選。」翻動 一摞
有關十八大代表推選的文件，朱偉華說，「每
一份上級文件，每一次公示的材料我都做了保
留。」

獲全部職工支持　高票當選
早在2012年初，通知基層黨組織推薦十八大

代表人員的文件下發到單位。一線基層、黨
員、全國勞動模範、年齡在45歲以下，幾個簡
單的字眼，標注了對十八大代表候選人的高標
準、高要求。車隊領導幾經討論，全國勞動模
範劉美蓮成為最合適的人選。在向上一級公司
黨組織匯報之後，車隊內部進行了第一次公
示。朱偉華稱之為「一下一上」。
經此，在北京市公交集團11萬名職工中，7名

業務精幹、品德高尚的候選人入圍。他們有一
線售票員、駕駛員，有後勤保障工人，還有分
公司經理、書記。劉美蓮說：「大家都是在一
個層面上公平競爭，責任與榮譽並重。」
其後，朱偉華與分公司同事

一起參加了集團內部的差額
選舉，來自北京市公交
集團的100多名黨員代
表實行無記名投
票。最終，劉美蓮

以最高票數當選，在集團內部達成一致，並上
報北京市的黨組織。
北京市委組織部隨即下派工作組，深入劉美

蓮所在的第十六車隊考察，與劉美蓮的領導、
同事一一單獨談話。經此，上級黨委部門明晰
了候選人在基層單位工作狀況。朱偉華稱之為
「二下二上」。

是個人榮譽　更是集體光榮
4月23日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劉美蓮與北

京市其他行業代表一起，正式成為十八大候選
人，進入全市公示階段。這已經是第三次公示
了。最後，再次經過北京市差額選舉之後，劉
美蓮正式當選十八大代表。《公交報》用長篇
文章對此進行了報道。「那天的報紙我放在宣
傳欄上，好好保存 。這不僅是個人的榮譽，
更是車隊基層黨組織的光榮。」朱偉華說。
每一次公示，都伴隨 一輪全體員工的意見

徵集。第十六車隊有55輛公交車，181名職工，
每個人都可以在公示期間隨時提出自己的意

見。朱偉華這位基層黨組織
的老書記，堪稱那段時間最
忙的人。181人均需詢問是否

同意，並形成文件上報。而這
也是最後的考察，朱偉華稱之為「三

下三上」，公交司機也有了自己的十八
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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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作為北京市公交系統唯一一位十八大代

表，104(快)公交車司機、全國勞動模範劉美蓮的當選實至名歸。104(快)車隸屬北

京市公交集團第十六車隊，車隊黨委書記朱偉華回顧劉美蓮當選的過程，他認為是

「三下三上」，可見十八大代表推選之嚴謹，考核時間之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坤領北京報道）

翻開中央企業系統（在京）十八大代表
名錄，與很多央企不同，代表中國大型
煤炭生產企業—中煤集團出席十八大的
不是黨政「一把手」，而是一名扎根基層
30年的車間工人張雅東。
張雅東所在的北京煤機公司始建於

1958年，僅僅是中煤集團下屬的眾多企
業之一。北京煤機公司黨委書記朱永明
介紹說：「張雅東1983年入廠工作，
199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工作中主動加
班加點，三十年如一日。他還是全國勞
動模範，榮譽不可勝數，在一線工人中
很有影響力。」
工作以來，張雅東在北京煤機公司的

車間裡不斷突破：他先後帶出20多名徒
弟，成為企業技術骨幹；「張雅東數控
班」被國家授予「全國青年文明號」；
常年堅持每天工作14個小時以上；一周
時間調試出46台數控機床設備⋯⋯1998
年，北京煤機公司實行技術升級，進口
了首台數控機床，至今仍在張雅東手中
良好運轉 。

事實上，自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屆六
中全會之後，中煤集團內部已經 手十
八大代表的推選準備。下屬十幾個分公
司（在京）的每個黨支部均推選出自己
的候選人，並上報上一級黨組織。
上一級黨組織經過考察之後，進行差

額選舉，縮小候選人範圍，再上報集團
總部。在集團黨委層面，考察與差額選
舉也必不可少。

從普工成長為數控能手
在中煤裝備公司黨委副書記王洪泉看

來，張雅東的當選眾望所歸，不僅北京
煤機公司支持他，其他分公司也把目光
集中在他的身上。30年來，他從一名操
作普通機床的傳統工人，變為掌握國內
外最先進數控機床操作技術的崗位能
手，堪稱中國央企最優秀工人的代表。
伴隨 中國改革開放一路走來，張雅

東堅信：「要像老一輩師傅一樣，做工
人就做一個好工人。能勝任工作，就能
贏得尊重。」今天，他依然堅持 自己
的追求，並在這裡實現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初見厲莉，嬌小身材，時尚的短髮髮型，
一襲米色流行風衣，談話中總愛微笑 揚
起嘴角。年僅34歲的她，乍一看不像十八
大代表，而更像親切的鄰家女孩。談及十
八大代表的選舉過程，厲莉不止一次地

說：「相比獲得榮譽的喜悅，我更感覺這
是責任。一路從法院小小書記員、法官、
副庭長走來，我總覺得職位越高，肩上的
擔子也更重了。」

兩次捐骨髓 獲評道德模範
厲莉看似柔弱，然而她先後於2007年、

2009年兩次捐獻骨髓營救白血病患者，循
環抽血10000cc以上才能完成一次捐獻；
她成立「厲莉愛心團隊」，推廣法院愛民
文化。其間，她與同事常年資助貧困學生
完成學業，關愛玉樹地震災民子弟⋯⋯
也正因為這些，她被評為全國「三八紅

旗手」、全國優秀法官、北京市先進工作
者、全國道德模範。2012年7月，光榮當
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
表。厲莉說：「當選十八大代表非常開
心，但從參選之初我就深信，即便自己沒
有當選，也會有更優秀的黨員入圍，來更
好地代表基層法律工作者。」

在北京乃至全國，「厲莉」已經不僅是
一個名字，而是一份愛心、一種道德品質
的標誌。與很多來自基層的代表一樣，厲
莉的當選也經過基層組織推薦，上級黨組
織考察，社會公示，直至北京市層面的差
額選舉。在前後數月的推選過程中，任何
人、任何單位認為她不具備資格的話，隨
時可以向黨組織反映或者申訴。
厲莉說：「我既是一名人民法官，這是

我的本職工作，具有一定的行業代表性。
同時，我又是全國道德模範，是一個公益
人物。道德的力量被放大，被社會主流價
值觀認同，被國家越來越重視和提倡。」
兩次捐獻骨髓的經歷被厲莉稱作「偶然

事件」。然而，愛心與奉獻的精神讓她家
喻戶曉。成為法官以來，經她審理的上千
件案子，大部分做調解或撤訴處理，無一
上訴。在很多當事人看來，一個勇於捐獻
骨髓救人的法官，怎麼會徇私枉法，怎麼
會審理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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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軼、王曉

雪 北京報道）被稱為「中國民企黨
建第一人」的紅豆集團黨委書記、總
裁周海江(見圖)再次當選黨代表。近
期，民企黨建問題受到海內外關注，
針對美議員對中國民企黨建制度的質
疑，周海江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進行了
針鋒相對的回擊。
周海江表示，此次黨代表的產生，

程序科學，過程嚴格，公正透明，而
自己能夠當選，對於他個人，對紅豆
集團1千多名黨員和2萬多名員工都是
莫大的光榮。作為連任兩屆的黨代表，周海江感覺更多的是責
任，「我要將來自一線、源於基層的心聲和訴求帶到大會上，積
極獻言建策，切實履行職責，以高度負責的精神把黨代會報告審
議好。」
紅豆集團多年來重視黨建工作，然而民企擁有黨委組織也歷來

是西方輿論糾纏的話題。作為中國民企黨建第一人的周海江表
示，民企黨建是政治核心，而非領導核心，不會干預到企業具體
的經營實踐。
民企為什麼要抓黨建工作？周海江解釋稱，這是企業發展的內

在需要。民營企業往往存在 決策不準、人才缺乏、人心不齊、
信念動搖、短期行為等先天不足，把黨的建設融入企業管理，就
能解決這些問題。
通過多年探索，紅豆集團把「黨的建設」和「社會責任」嵌入

企業制度。既保留了西方人創造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長處，又避免
了現代企業制度「只注重內部利益、不注重社會和國家利益」的
弊端，防止企業成為追利機器，避免美國安然公司、東京電力核
事故那樣的瞞報欺詐、危害公眾的現象發生。
周海江認為，較之現代企業制度，民企黨建制度有其優越性，

在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之時，中國民企須進行二次改革，通過
「現代企業制度+黨建+社會責任」，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
制度。這種企業制度更具優越性，更能保證企業走得更遠，走得
更好。

民企總裁周海江
黨建融入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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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名孩童在「喜迎十八大」字體造型的菊花展台前嬉戲。 中新社

■張雅東（左）與工友交流技術。

■北京房山法院副庭長、全國道德模範厲

莉 。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攝

■中煤集團北京煤機公司數控班長、全國

勞動模範、兩屆黨代表張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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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十八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劉美蓮整

理自製的「愛心座套」。 記者劉坤領 攝

■基層民眾以歡快的舞蹈迎

接十八大的召開。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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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作為世界第一大黨，中國共產黨即將舉行繼往開來

的十八大， 2,270名十八大代表將參加這次的政治盛會。十

八大代表名單上的一個個名字，不僅承載 參與和見證歷史

盛會的一份權利和榮譽，更折射 基層代表不斷增加、差額

選舉比例不斷提高的民主進程。在十八大前夕，本報記者訪

問了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十八大代表，以他們各自的經歷講

述了一個個公開、透明、民主的代表選舉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