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6 年何鲁丽走上民革中央主席岗

位的时候，已经是一位优秀的党外干部。

她在北京市西城区担任副区长 4 年，又担

任北京市副市长长达 8 年之久。经受多党

合作实践的多年历练和行政工作的锻炼，

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把握能力和组织

领导能力。

何鲁丽常常提醒民革中央的同志们，

民革作为参政党、作为政协界别，最重要

的就是要履行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

能。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

意见》（1989 年）发布已经 7 年，中国社会政

治生活对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何鲁丽带领民革全党打

造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参政议政成果，强化

和拓展了民革的参政议政特色领域，建立

并完善了民革参政议政的工作机制。

民革是与中国国民党具有历史渊源关

系的民主党派，对台工作是民革工作重点

和民革参政议政工作的特色领域。在何鲁

丽的带领下，民革涉台参政议政工作成效

显著。曾有人评价说：民革在对台工作方

面是有话语权的，民革中央提出的相关意

见建议，领导机关能吸纳的一定会吸纳。

民革在涉台参政议政工作的一个成功

案例，是民革推动了 《反分裂国家法》 的

制定实施。2000 年，民革中央在全国政

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 《关于尽速制定

“ 反 分 裂 国 家 行 为 法 ” 的 建 议》 的 提 案

（全国政协 2000 年第 0232 号提案）。一位

民革党员专家提出了这一提案的最初创

意，立即得到了何鲁丽的肯定和支持。在

民革中央形成这一提案的过程中，何鲁丽

主持会议，逐字逐句地讨论建议，并决定

以民革中央提案的形式在全国政协大会上

提出。

民革中央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决策

层的认可。2005 年 3 月 14 日，十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 《反分裂国家法》。

这一法律的通过实施，为反对和遏制“台

独”分裂活动、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

有力的法律保障，标志着中国政府以“和

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推进祖国统一

的伟大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民

革组织为制定实施 《反分裂国家法》 发挥

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民革工作传统优势的

创新发展，也体现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的优越性，让作为“班长”的何鲁丽

感到十分欣慰。

提案催生《反分裂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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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班长”何鲁丽故事
蔡永飞

“何鲁丽是民革中央领导班子的好班长。”在民革

中 央 ， 许 多 人 这 样 评 价 她 。 何 鲁 丽 从 1988 年 到 1996

年 任 民 革 中 央 副 主 席 ， 1996 年 起 任 民 革 中 央 主 席 ，

1996 年 到 1998 年 任 全 国 政 协 副 主 席 ， 从 1998 年 到

2008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 2007 年 12 月

召开的民革十一大上退出民革中央主席的岗位。

何鲁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

事 业 中 活 跃 了 20 多 年 。 这 些 年 中 ， 民 革 作 为 参 政

党、作为政协界别积极履行职能，何鲁丽作为“好班

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 人 民 政 协 成 立 75 周 年 之 际 ， 民 革 党 员 在 回 顾

民 革 组 织 建 设 和 参 政 议 政 工 作 时 ， 频 频 谈 起 她 的 故

事 。 本 文 作 者 曾 在 何 鲁 丽 主 席 身 边 工 作 ， 也 受 益 良

多、受教良多……

Z 政协记忆

何鲁丽担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时候，一位民

革干部曾向她反映说：每年全国政协大会召开

之前，民革中央机关干部就会临时抱佛脚地

要求一部分参政议政能力强的民革党员提供

参政议政调研成果，作为民革中央在全国政

协大会上提交的提案的备选材料，往往数量

少、质量不高，这种做法不能体现民革界别

的应有水平。

何 鲁 丽 深 知 ， 履 行 好 民 革 参 政 党 职 能 ，

关键在于立规矩、建机制。2000 年，何鲁丽

主持召开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决定成立民

革中央调研部，专门协助民革中央领导班子

抓好参政议政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建

立健全民革中央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具体承

办这项工作任务的处室建议建立“民革全国

参政议政成果汇报会制度”，得到了何鲁丽的

肯定。从 2001 年起，此一会议成为民革中央

必开的例会，也由此形成了民革举全党之力抓

参政议政工作的规矩。

会议制度规定，民革中央每年在年底前召

开民革全国各级组织参政议政工作成果汇报

会，会前各省级 （含副省级） 组织报送 1 至 2

个调研成果，挑选出其中若干篇优秀调研报

告，在民革全国参政议政成果汇报会上作大会

交流。得到普遍认可之后，推荐给民革中央以

及各地民革组织，作为全国政协大会及各级政

协大会上民革组织提交的提案素材。

这一会议制度既汇总和交流民革组织参政

议政工作成果，提高了民革各级组织在各级政

协中的提案的水平质量，也使民革全国组织形

成了参政议政的整体合力，成为民革全党参政

议政工作的有效机制。

何鲁丽带领民革组织从无到有地创设参

政议政工作特色领域、建立参政议政工作机

制，表明像何鲁丽这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没

有辜负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也没有辜

负党派组织对她的培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各民主党派提供

了历史性机遇，使他们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民主特性

和制度效能。

立规矩、建机制
讲何鲁丽的故事，要先从她的父亲何思源讲起。何思

源民国时期曾担任北平市市长，何鲁丽则在新中国的北京

担任了副市长。这确实是一段佳话，显示他们父女二人都

是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人物。

事实上，何鲁丽能够成长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副市

长，是跟她的父亲有关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有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共产党人结交党外朋友，十分注重

人脉关系和历史渊源关系。许多党外朋友往往整个家族成

员乃至几代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何鲁丽成为民革

党员、民革中央领导人，也是缘于她的父亲何思源。

最重要的是，何思源在 1949 年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

了贡献，而且他和家人因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在人民解放

战争还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何思源早已经选择了转

向共产党一边的政治立场。他作出的选择是他个人的选

择，也决定了他一家人的选择。

当时身在南京的蒋介石闻知何思源为北平和平解放积

极奔走，还要作为北平市出城谈判首席代表去和共产党谈

判，极为恼火，就命令特务在何思源出城之前杀了他全

家。当时北平城还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特务神不知鬼不

觉地在何思源寓所的几个房间安放了定时炸弹，准备几个

炸弹同时起爆，让何思源一家人同时丧命。

那天夜里，何思源夫人何宜文、女儿何鲁丽和何鲁美

房间的炸弹提前爆炸，何思源和儿子何理路、何宜理听到

爆炸声，立即跑到她们的房间查看。这时小女儿何鲁美已

经被炸身亡，何宜文和何鲁丽也都受了伤。正当一家人手

忙脚乱救人时，隔壁何思源房间也响起了爆炸声。因为何

思源房间安放的炸弹滞后爆炸，何思源和儿子才幸免于

难，只是受了轻伤。

家庭的惨痛经历，更加坚定了何思源的政治立场。他

强忍着失去亲人的伤痛，按原计划出城参加了谈判，为和

平解放北平尽了心力。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

员。何鲁丽年龄稍长也参加了民革组织，进入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协事业中。

父女两市长

何 鲁 丽 毕 业 于 北 京 大 学 医 学 院 （后 改 名 北 京 医 学

院），长期从事儿科医生的工作，养成了专家学者严谨认

真、耐心细致、扎实踏实的作风，善于从细微处讲政治。

2002 年 10 月，为迎接民革十大，民革中央宣传部编

辑了一本 《民革中央领导人九大以来政务活动剪影》，收

集并编辑整理了一批反映民革中央领导人参加国家重要政

务活动的图片。画册清样报送何鲁丽主席审阅的时候，她

看得非常仔细。

画册的一页中摆放了两幅照片，上边一幅照片是民

革 中 央 一 位 主 要 领 导 人 和 中 共 中 央 一 位 领 导 人 的 合

影 ， 第 二 幅 照 片 是 民 革 中 央 一 位 副 主 席 和 中 共 中 央 一

位主要领导人的合影。何鲁丽说：“你们是按照民革中

央 领 导 人 的 地 位 来 排 序 的 ， 而 不 是 按 照 中 共 中 央 领 导

人 的 顺 序 来 排 序 的 。 你 们 这 样 做 ， 是 因 为 在 你 们 头 脑

里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多 党 合 作 的 观 念 比 较 淡 薄 ， 你 们 作

为 民 革 中 央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 这 样 做 是 不 应 该 的 。 一 本

画 册 里 边 几 幅 照 片 排 序 出 了 错 问 题 不 大 ， 但 你 们 坚 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意识不强就会出大问题。”在场的工

作 人 员 听 了 何 鲁 丽 主 席 的 话 ， 都 对 她 这 种 见 微 知 著 的

政治敏锐性十分钦佩。

还有一次，何鲁丽主持民革中央主席办公会，一个干

部认为会议正在审议的一篇文稿“官话套话太多”“应该

尽可能使用有我们党派特色的语言”。何鲁丽立即插话

说：“所谓官话套话，其实句句都是原则问题，一句不能

少！”她说：“在座各位都是做学问的人，你们所学的每一

种专业都有一套专用术语，多党合作、人民政协理论也有

一整套专用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就是你们所谓的官话套

话，这些话是一定要说、一定要会说。我在有些场合听到

有的人发言，他们倒是不说官话套话，但连一些基本的概

念都不会用，显得对多党合作事业、人民政协事业十分陌

生、十分隔膜，这是我们这个党派不能允许的。我们当然

要融会贯通，也要善于创新，但前提是真正学懂弄通多党

合作的基本理论政策，善于使用多党合作、人民政协理论

政策的专用语言。”何鲁丽的一番话，把大家的认识引导

到了正确的轨道上。

在细微处讲政治

2004 年，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和常

务副主席周铁农带队到浙江，调研农民合

作经济组织建设问题。调研组来到浙江省

台州市、温州市农民合作社，与基层干部

和农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到了地方基层

和农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当时浙江省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民

革中央根据浙江省的经验做法，在 2005

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提案，建议国家

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立法进程。2006

年 10 月 31 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较多地

吸纳了民革中央的立法建议。

这项工作让何鲁丽很有成就感。从

2004 年 起 ，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再 次 以

“三农”工作为主题发布一号文件，明确

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何鲁丽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友党，民革也要把“三农”问题作为民革

参政议政工作的重点领域。此后连续多

年，何鲁丽亲自确定以涉农课题作为民革

中央一年一度“大调研”活动的研究课

题，亲自带队调研，亲自主持审定调研报

告，并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作为决策参

考。

何鲁丽在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是有其

深谋远虑的。原来，民革是以其成员较多

“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为特色的民主

党派，一直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工作为工

作重点。如何扩大民革组织的参政议政视

野、拓展打造民革组织参政议政的新特色

领域，形成民革组织参政议政的新品牌，

这一直是“班长”何鲁丽经常深入思考的

问题。为此，何鲁丽带领民革人士着力打

造民革新特色。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

践，民革在涉台参政议政工作基础上，逐

步形成了涉农参政议政工作、涉社会法制

参政议政工作重点特色领域。

事实上，民革推动 《反分裂国家法》

的制定实施，就已经体现了民革参政议政

特色领域的新拓展。由于民革党员中从事

社会法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成

员增多，越来越多涉及社会法制问题的参

政议政工作成果进入民革中央提交的政协

大会发言和提案、调研报告、社情民意

信息的目录中。

2009 年 ， 根 据 各 民 主 党 派 中 央 协

商，民革中央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组

织发展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社会保

障、社会福利、法学研究和律师界人士

列为民革的发展对象，在民革参政议政

工作基础上，民革成员构成开始形成新

的界别特色，在人民政协中除了民革界

别以外，一部分民革党员担任的政协委

员分布在政协组织的相关社会法治建设

的界别中。

经过历届民革中央领导班子的持续

努力，民革涉农参政议政工作日益成为

民革组织的新的界别特色。2019 年，《各

民主党派中央关于新时代组织发展工作

座谈会纪要》 明确将“农业农村农民工

作研究领域专业人士”列入民革组织重

点发展对象中。2022 年 12 月，民革十四

大修订后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章

程》 规定：“本党重点发展对象是同原中

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本党有历史联

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

的人士、社会和法制专业人士、农业农村

农民工作研究领域专业人士，着重吸收其

中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和高、中级知识

分子。”

打造民革新特色
何鲁丽始终保持了严谨认真、踏实稳健的

工作作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则始终像是一位

谦逊朴实、低调和善的大姐。

何鲁丽退出领导岗位之后，根据有关方面

的安排，由她本人牵头带领几位民革中央机关

工作人员编辑了 《何鲁丽文集》 一书，2014

年书稿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稿编辑完成以

后，何鲁丽自费在北京莫斯科餐厅“犒劳”一

下几位参与工作的民革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她

对他们说：“这些天我在审稿过程中有一个感

觉，这本书署了我的名，但大多数文稿并不是

我自己写出来的，很多是你们写的。”在场有

一位干部说：“不是这样的。您的许多文稿是

我们执笔起草的，但我们只是根据您的指示和

要求，记录整理了您的思想观点和您所采纳的

别人的意见，每一篇文章都经过您反复修改才

定稿的，都是在您签字批准之后，才作为您的

讲话和署名文章发出去的。这些文稿署您的名

恰如其分，我们只是有机会向您学习了很多东

西。”这位干部的说法是中肯的，但何鲁丽的

谦虚态度还是让大家很感动。

在民革中央机关，何鲁丽既是主席，也是

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

（作者为民革中央原一级巡视员）

谦逊朴实、平易近人

▲ 何鲁丽和妹妹何鲁美

（右） 合影，几个月后，妹妹

即被蒋介石派来的特务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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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何鲁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