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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卻持續三年提公交系統改造的提案，好像是不務正業。」畢節市

政協委員、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湯宇華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幽默

地說。「政協委員也要有『專』的精神，就像『釘釘子』一樣，選一個點，關切實際社會生

活的點，持之以恆地追。」這是湯宇華對政協委員履職的深切體悟，也是對自己連續三年關

注公交終有成效的總結。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徐悅

「釘釘子」的政協委員

民主力量浴火重生 宿正伯

連載連載 11６６

宇

黔西北文化堅定的守護者

■1947年11月10日，民盟解散後，陳叔通到集益里
拜訪張瀾時合影。左起：張茂延、葉篤義、張瀾、陳
新桂、羅隆基、陳叔通、沈鈞儒。 資料圖片

人民政協人民政協的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湯宇華向記者解釋畢節市公交問題的歷史緣
由：「2011年以前，畢節是一個縣級市，升

級為地級市之後，公交還是沿用之前原畢節市的
公交，也就是說，現在畢節城區的公交不是市級
公交，而是七星關區（地改市後，原畢節市區改
稱七星關區）的公交。」
湯宇華的家離學校步行只需15分鐘，平時幾乎

不坐公交車。「但是，我的學生和同事幾乎每天
都要坐公交車，因為公交路線不合理、堵車等原
因，老師上班也經常遲到，所以我堅持三年關注
公交，這是一件民生大事。」湯宇華說。

小公交不能支撐大城市
為了找出畢節市民乘公交難的問題，寫出一份

詳實的提案，湯宇華曾經花兩個月時間把畢節市
區的公交線路坐了個遍。「公交線路設計不合理
的問題，都是我這兩個月坐公交車發現的。比
如，缺乏城市環線車、郊區車，因為線路不合理
導致堵車、站點過於密集等等。」談起畢節市區
的公共交通問題，湯宇華口若懸河，儼然一個專
家。經過親身體驗，他判斷，作為一座新興城
市，又被定位為區域性中心城市，畢節市區的小
公交不能支撐大城市的發展，畢節市區亟待建立
「大公交系統」。

親自實踐的同時，湯宇華
亦十分注重廣泛聽取民眾建
議。他直言，自己提案中的
好幾條整改建議都是直接從
市民那裡聽來的。比如針對
某條路段的擁堵，一位退休
老人告訴湯宇華，只要公交
車實行逆時針全單行，路面
就會暢通得多。湯宇華最終
將這條建議寫進了自己的提
案裡。

主席督辦提案
促專項規劃出台
2013年，是湯宇華關注畢
節市公共交通的第二年。在
當年畢節市「兩會」上，他

遞交關於「大公交線路系統」的提案。一個月
後，湯宇華的提案被列為唯一由市政協主席會議
重點督辦的提案，得到了最高規格的重視，相關
部門也一一承諾給予高質量的辦理。
2013年6月4日，畢節市政協主席郭良正帶領主
席會議成員，就湯宇華的提案組成視察組，對公
交運營情況進行調研。公交企業體制不適應行業
發展、公共交通運力嚴重不足、公共基礎設施陳
舊、信息化管理手段落後等問題出現在視察組的
視野裏，視察組將問題與建議寫進了視察報告，
呈報畢節市委、市政府。
兩個月後，由畢節市城鄉規劃設計院編制的

《畢節市中心城區城市公共交通專項規劃》經市
政府批覆後正式實施。在《規劃》中，公交線路
得以增加，比如增加了連接周邊鄉鎮的特殊線
路，公交車數量的投放和站台布局更趨於合理，
提前做好軌道交通規劃。「我提案中的很多訴求
也得到了實現，增加了城市環線車、區間車、郊
區車，增加100多輛新能源公交車。公交公司完
成了體制改革，運營權也收歸國有。還對60多輛
出租車進行了置換。」談起這份跟自己不無關係
的規劃，湯宇華倍感欣慰。

政協委員需「釘釘子」精神
「政協委員也要有『專』的精神。」湯宇華介
紹說，他於2012年當選為畢節市第一屆政協委
員，當年他提的是「公交線路設置」的提案，
2013年提出「大公交線路系統」的提案，2014年
的提案則是「關於較快實施公交優先發展戰略」
的問題。
正是這份執着的「專」，讓這位教育工作者持

續三年關注公共交通。其提案不僅得到市政協主
席會議的重點督辦，更助推相關政策的出台實
施，惠及廣大民眾。可擅長「釘釘子」的湯宇華
仍不夠滿意，他說：「困擾各級政府和廣大市民
的乘車難問題依然存在，老城區交通擁堵日趨嚴
重，嚴重影響畢節市作為一座區域中心城市的健
康發展。為此，必須加快實施『公交優先』的發
展戰略，以此作為破解城市管理難題、增強城市
活力、提升市民對政府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切入點
和突破口。」

不難發現，1948 年中共發表
「五一口號」後，響應號召的各
主要民主黨派及其代表人物幾乎
清一色是從香港發聲，為什麼會
出現這種情況呢？正如前文所
言，1945年至1946年，民主黨派
曾因政治形勢的樂觀而出現前所
未有的活躍局面。然而，雙十協
定帶給中國的希望如曇花一現，
政治協商會議送給人民的禮包若
海市蜃樓，轉眼間便在內戰的殘
酷現實面前煙消雲散。
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作為執

政黨，無論從實力而言，還是就
私心而論，都信心滿滿地欲在新
的政治格局中保持核心領導地
位。換言之，是不肯輕易與共產
黨及各民主黨派平等共治的。而
共產黨則堅持構建民主聯合政
府，且已然對民主聯合政府有系
統的理論鋪陳和長期的實踐鋪
墊，得到了廣泛認同。對各民主
黨派而言，民主聯合政府顯然比
國民政府更符合「第三條道路」
的政治理想，也更有利於其發揮
自身作用，因而各民主黨派與生
俱來便是支持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的。在反對獨裁、建立民主聯合
政府這一基本點上，同為在野黨
的民主黨派與中共有着根本共
識。因此，當國內形勢迅速向內
戰演化時，各民主黨派必然與國
民黨發生激烈衝突，這便招致國
民政府以非常手段取締、鎮壓民
主黨派。
1947年7月，國民黨公布《勘

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並訓令
國民黨各級組織，對民主同盟、
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
會的上層分子，採取「暫時容忍
敷衍」方針，對中下層分子則不
要客氣，只要有反對國民黨的活
動，「一律格殺勿論」。10月27
日，國民黨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
「非法團體」。「今後各地治安
機關對於該盟及其分子一切活
動，自應依據《妨礙國家總動員
懲辦暫行條例》及《後方共黨處
置辦法》嚴辦取締，以遏萌
亂」。11月6日，民盟為避免遭受
更大迫害和損失，以張瀾主席名義
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解散公
告》，通告黨員「自即日起一律停
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自即日

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以
民盟的解散為標誌，繁盛一時的
「第三大黨運動」在嚴酷的政治環
境中凋零。各民主黨派相繼轉入地
下鬥爭，他們的領導人紛紛離開國
統區，雲集香港。
1948年1月15日至19日，民盟
一屆三中全會在香港召開，重建
民盟總部，重新確立民盟的政治
路線和組織路線，宣布接受中國
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新民主主義
革命理論，密切與中國共產黨的
合作。
稍早，也即1948年1月1日，

來自海內外的國
民黨民主派代表
100餘人在香港
舉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
大會，宣布脫離蔣介石控制的國
民黨，為建立和平、民主和幸福
的新中國而奮鬥。李濟深當選主
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再早前，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

獨裁統治的「二·二八」起義失
敗後，其領導人謝雪紅、楊克
煌、蘇新等人組建台灣民主自治
同盟，主張「打倒獨裁統治，實
行人民民主制度」，並於1948年
7月在香港公布台盟總部成立，謝
雪紅為主席。
先後來到香港的中國民主促進

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
國會等民主黨派和許多無黨派民主
人士也繼續活躍在政治舞台。
在香港陸續建立、重建或恢復

活動的各民主黨派，都明確反對蔣
介石獨裁，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革命事業，放棄中間路線，轉向
「一邊倒」，走向民主黨派發展的
新階段。之後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各
民主黨派此時基本定型。

「黔西北地下礦產資源豐富、地上生態資源豐富，文化更是多姿多
彩。」湯宇華說，身為一個地地道道的畢節人，他對黔西北這片土地上
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也將自己的熱愛投身於文化事業中，在學院
開設《文化學概論》課程，擔任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畢節試驗區研
究院人文社科基地主任，促成基地、研究室與畢節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戰
略合作，推出一批有現實意義的研究課題。湯宇華也在畢節市多項大型
文藝活動中擔任總協調，包括畢節試驗區組歌《磅礡烏蒙》、MTV《我
們的老支書》等。

城市化亦需歷史文化
「我到過一些國外的城市，印象最深的不是它的高樓大廈，而是歷史

積澱下來的文化符號。」湯宇華說，他希望畢節市的城市化進程能融入
更多本土文化符號，從而避免「同質化」。他還說，因為鍾愛黔西北文
化，他對城市化的通病有所擔憂，害怕千篇一律的高樓大廈和街道抹滅
了豐富的黔西北歷史文化、民俗文化、紅色文化。
在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湯宇華踐行着保護黔西北文化的使命，他
力爭「要學院的每一堵牆都會說話」，讓校園成為一個黔西北文化的陳
列館，處處充滿着本土文化符號。「同時，學院也正在規劃建一個名副
其實的黔西北文化博物館，用實物展示的形式讓更多人了解黔西北文
化。」湯宇華介紹。
湯宇華說，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特別注重保存古建築，這一點讓他
感到欣慰：「很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老宿舍都還留着，校友們回來，還
能找到自己當年住的房間。」

湯

■謝雪紅（1901年—1970
年），原名謝阿女，台灣彰
化人。曾為日據時期「台
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
台灣民族支部）創始黨員
之一。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的創始人。 1949年後，歷
任全國婦聯執委、政協委
員等職。1957年反右運動
中被劃為右派，1970年病
逝。1986
年平反。
資料圖片

■1948年1月5日，民盟在香港召開一中全會，決定恢
復民盟組織。圖為部分民盟領導人合影。 資料圖片 ■報載國民黨政府取締民盟的新聞。

■畢節市政協視察組在市區調研公共交通情況。 本報貴陽傳真 ■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校園內保留的老宿舍。 徐悅攝

■奢香夫人是黔西北文化中著名的歷史人物。
本報貴陽傳真

■畢節市區新能源公交車。 本報貴陽傳真

■畢節市政協2013年主席會議督辦提案視察座談會現場。
本報貴陽傳真

■畢節市政協委員、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湯宇華。
本報貴陽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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