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即使已不是
第一年履职，牛钰依然会在大会开幕前
紧张到睡不着觉。在这位出生于1997
年的女孩身上，有着太多的关键词。例
如，本届最年轻的人大代表之一，在“5·
12”汶川地震中失去一条腿后骄傲奔跑
的“钢腿女孩”，拥有百万粉丝的博主

“春游哥哥”……
人们总会将目光聚焦到她身上。

2023年年初，刚公布她当选四川省人大
代表时，相关信息登上热搜，此后，牛钰
每年提交了什么建议、说了什么话，都
备受关注。

在牛钰看来，关注背后，更多是在
面对两会这样一件全省政治生活的大
事时，大家对于年轻代表委员们的履职
期待。对此，每年省两会前，她会提前
半个月就不再安排别的工作，沉浸式修
改完善自己的上会建议；也习惯在紧张
与兴奋交织的心情中，等待走进锦江大
礼堂的时刻。她将这种心情概括为“一
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也体现在她的建议
中。这几年，她的建议都聚焦残障基础
设施建设，但细究下来，也有些许改变。

“应该是每年建议的切入角度越来
越细。”1月7日，记者见到牛钰时，她的
笔记本上满是笔记和修改痕迹。她透
露，今年自己的建议，将围绕穿戴假肢
的残障人士，如何在配合机场安检的前
提下，能更加便利通行。“我知道这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说立刻就要解
决。我只是想，能够先让大家意识到有
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需求，再慢慢推动
解决。”牛钰说。

看见山，再挪开山——对此，牛钰
充满信心。

建议，来自上万条留言

和往年一样，牛钰今年的建议，依
旧来自账号里的上万条留言。

“上万条只是筛选后的数字。”牛钰
说。全网拥有近500万粉丝，牛钰每天
都能收到上千条留言。她会认真将留
言中提到的问题或建议，提炼成关键词
记录下来。若是有重复的内容，她就在
相关关键词后画“正”字统计，“正”字越
多，就说明情况越具有普遍性。在留言
中，很多网友都提到在机场过安检时，
穿戴假肢的残障人士会遇到各种不
便。例如，为了防止携带违禁物品，大
多数机场会要求将假肢脱下来检查。

“首先，我们肯定是无条件支持和
配合安检，但是在尽可能的前提下，呼
吁能对穿戴假肢的残障人士群体有更
多考量。”2024年夏天，牛钰专门记录
下自己的飞行感受。“例如，当时我的大
腿肿胀，脱下假肢就很难穿回去。还有
安检的地方很远，我们要走很久。上了
飞机后，想上厕所很尴尬等。”

更进一步地，牛钰搜集了国内外有
机场已经可以不脱下假肢使用安检仪
器进行检查。对此，她又专门去体验了
一次。而在此次省两会开幕前，她正在
对这种安检仪器的使用情况、国内机场
相关的绿色通道和规定进行搜集，以便
进一步完善建议。

足够的调研，扎实的案例，将建议
尽可能完善修改到提交的最后一刻，这
是年轻的牛钰在面对如何履职时，自己
觉得应该具有的态度。

“知道自己被选举成为省人大代表
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我该怎么做。”原
本，牛钰觉得自己的留言区是一个“树
洞”，无数残疾朋友在这里倾诉烦恼。
她习惯了安慰和加油，但当在提笔完成
自己的第一份建议时，她发觉，她还可
以做得更多。

“他们切身讲述的那些困境和烦
恼，就是无障碍建设中可以被关注到的
地方。”顿了顿，她补充道，“当然，也有
我们切实感受到的改变和欣喜。”

在牛钰庞大的数据统计中，她发现
了很多新的趋势。

例如，大家在谈到无障碍建设时，
提及的场景越来越细，有越来越多的残
疾朋友愿意走出家门，面对镜头。再例
如，残健融合的领域越来越宽泛，“有粉
丝跟我分享，当她发现很多残疾朋友外
出旅游的不便后，专门开了一家方便残
疾游客使用的民宿，并提供全流程的无
障碍旅行。”

牛钰问这个女生，为什么愿意花大力
气去做这些事。这个女生只回复了一句
话，“因为他们应该看见想看见的风景。”

看见山，挪开山

“改变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中推动
实现的。”因为越来越多的类似讲述，让
牛钰在谈到自己今年准备提交的建议
时，觉得先被看见是重要的第一步，然
后再是改变，当然，她充满信心。

这样的信心，也是在她的履职中逐

渐积累的。
“我的第一份建议，现在想想，真的

太过宽泛。就是提到要加快无障碍建
设，但是如何加快、哪些领域，都没有提
到。”第一年履职时，牛钰反复阅读了
《怎样当人大代表》《地方组织法、选举
法、代表法导读与释义》等新代表需要
阅读的书籍，对于履职的诸多感悟，也
在实践中被具象。

此前，在一次相关会议中，牛钰听
到一位视障人士讲述自己因为无法通
过APP上的人脸识别，而冒着高温去
实地办理业务的经历。

“主要是眨眼未通过。”牛钰补充
道，此后，她通过调研发现，这个“困”在
人脸识别系统里的人群，还包括面部毁
容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心智障碍患
者等等。

接着，牛钰翻阅了2023年9月1日
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其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新
闻资讯、社交通讯、生活购物、医疗健
康、金融服务、学习教育、交通出行等领
域的互联网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逐步符合无障碍网站设计标准和国
家信息无障碍标准。

基于此，在当年，牛钰就针对如何
对相关APP进行无障碍改造，进一步
扩大网站和APP无障碍覆盖范围提出
建议：网络视听化的无障碍。事实上，
牛钰一直和残联、学界、诸多残疾朋友
都保持紧密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无

障碍环境建设法》也被她翻来覆去地学
习。在她看来，无障碍建设分为物理层
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而在一年一年
地不断完善中，越来越多的残疾人群体
被看见，也不再是“被藏起来的群体”。

对于履职越来越有方向的牛钰，也
不断累积着自己的难忘时刻。

例如2024年，她关于扩大残疾人
群体接受职业教育的建议，就收到了相
关部门的回复。回复中谈到，“积极采
取举措，大力推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
中阶段特殊教育，不断提升残疾人职业
技术能力和水平”。

这句话让她很兴奋，她说：“被看
见，然后再改变，任何事情不都是这样
推动进步的吗？”

无障碍建设无小事

其实，牛钰总是一遍遍告诉身边的
人，她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幸运地在关
爱中长大，幸运地拥有了重新奔跑的力
量，幸运地依然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
也因此，她觉得自己在关于如何让残障
人士生活更美好的建议中，也收获着自
己的成长。

她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锦江大
礼堂，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的震撼。“我
们取得的发展背后，有很多人的付出和
努力，非常来之不易。我所关注的领域，
是其中的组成之一。”牛钰说。

接下来，作为省人大代表的履职，
也让这个年轻的女孩有了更广阔和更
细微的视角。

在她看来，曾经的自己在家庭的呵
护中长大，特别是在受伤之后，她受到
来自各方的关心，有过错觉，觉得这些
爱都是理所应当的。后来，她跑马拉
松、出书、做自媒体，影响着别人，也改
变着自己。在习惯了以我为视角的成
长后，她成为了四川省人大代表，这时
候，牛钰开始意识到，她不再代表着自
己一个人。

“我是年轻一代的人大代表，也是
残障人群的代表。我的言行、建议，都
要更好地发出他们的声音。”牛钰说，但
这还不够，在一次次的小组会议中，牛
钰听到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代表声音，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个群体只是当下
时代中的一个部分，我们聚焦自我，也
要抬头看到更多人。”

牛钰会将身边其他代表的故事分
享出来，乡村振兴中的一线人员、追求
梦想的同龄代表、持续关注某一领域的
专家学者，“只有在见到别人生命的广
阔之后，好像才更清楚自己还需要再去
完成一些什么。”牛钰说。

无障碍建设无小事，这是每年牛钰
都会说到的一句话，围绕着这个领域，
她不断调研、对话，积累材料，一点一滴
补充自己的建议，也见证着这句话的落
地落实。不过，用她的话来说，她还有
一个终极梦想：“就是希望安装假肢能
够全面进入医保范围。”她调研过，发现
无力支付假肢费用的残障人士依然不
在少数。

尽管知道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
是牛钰仍充满信心，她依然是那句话，

“先被大家看见有这个问题，然后再去
推动，或许会用很久时间，但是，总走出
了第一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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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钢腿女孩”牛钰，是本届最年轻的四川省
人大代表之一。

牛钰荣获第二十五届
四川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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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牛钰

“钢腿女孩”的青春履职记

参加马拉松的牛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