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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性转折，时代呼唤一部总结历史经验、体现改革精神、
反映人民意愿、满足实际需要的根本大法。1982年4月26日，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宪法修改委员会
经反复研究完善形成的宪法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5月
至8月，全国各级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人民团体及各基层
单位，广泛组织全国80%以上的成年公民学习讨论，提出许多重
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982年5月5日，宪法修改草案刚公布，江门市委即组织学
习并向全市人民发出动员。5月7日，市人大常委会发出通知，要
求全市人民代表以代表小组、联组活动等形式学习讨论并汇集上
报修改意见。此后，市人大常委会先后组织召开了12次全市各
界人士座谈会议，社会各界积极参加、踊跃发表意见。经整理汇
总，各界人士共对宪法草案提出7个方面的积极评价、10条修改
补充意见。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2月10日刚闭幕，江门市人
大常委会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人民代表与全市人民一道学习宣传
宪法、模范执行宪法，并与市政协联合举行了学习新宪法座谈
会。从讨论情况看，经历极“左”磨难的一代人，目睹宪法遭受破
坏和践踏的惨痛教训，对于重新树立宪法权威、坚决维护宪法尊
严、确保宪法付诸实施，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新宪
法的时代价值有着高度的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

——护航历史转折。各界认为，新宪法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总结我国30多年来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的经验，在法治建设上进行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是定
乾坤、保安宁的“振兴法”，富国利民的“幸福法”，保障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根本法。

——铸牢政治基础。各界认为，新宪法贯穿的四项基本原则
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是治国安邦的“四根顶天柱”，是社会主义
时代的“国之四维”。有的说，党的十二大产生了一个好党章，五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又产生了一部好宪法，必将充分调动全国人
民的积极性，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凝聚社会共识。各界认为，新宪法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由
过去的“团结教育对象”转变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使

“臭老九”的阴影一扫而光，必将大大激发知识分子的主人翁责任
感和光荣感。有的说，“党和国家这样器重我们，我们也一定努力
工作，为祖国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团结侨胞力量。华侨代表说，新宪法规定了坚持独立自
主的外交政策，爱国华侨支持祖国历次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祖
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祖国繁荣富强，华侨地位就高，腰杆子
就硬，海外侨胞非常关心和盼望祖国尽早通过新宪法。对于“保
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等规定，华侨、归侨和侨眷代表都感
到欢欣鼓舞，表示要“在祖国四化建设中献出自己的一分热和一
分光”。

——强调法之必行。各界认为，有一部好的宪法固然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执行宪法，一定要搞法治，不能搞人治。有的说，新
宪法的实施，共产党员、人民代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们共产党
员首先要带头执行，不能把自己看作特殊公民，不能看着宪法喊
万岁，背着宪法搞私利。还有的说，要加强对贯彻实施宪法的监
督检查，对违宪行为严肃处理。

——高扬爱国旗帜。有的同志提出，国歌在国内外许多活动
中意义重大，人民把国歌作为国家的象征，听到国歌心里就感到
光荣、自豪，特别是海外华侨感受更深。因此建议在宪法中专门
增加国歌一节。这条建议虽未得到采纳，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专门作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了五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改定国歌歌词的决定，将《义勇军进行曲》恢复
为国歌，更加激励起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八二宪法”公布施行40年来，我国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沧桑巨
变，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富起来”进发到实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这部宪法不仅保持了长期的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还紧跟
时代前进的步伐，先后五次作出必要修正，显现出与时俱进的重
要品格。宪法之树常青、国家法治昌明的密码，内在蕴含于宪法
制定和诞生的历史过程。江门市干部群众对“八二宪法”的热烈
学习讨论，如一滴海水映出整个海洋，展示了全党全国全民族对
法治精神的渴盼和追求：适应时代要求，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全面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
本利益；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最广范围地征集意见建议，使
学习讨论宪法的过程成为振奋人心、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过程；
坚持严肃慎重，秉承“搞宪法就是搞科学”的严谨态度，努力打造
结构严密、内容完备、特色显著的宪法经典；等等。宪法大讨论中
的“江门话语”和“侨乡期盼”，都汇入了整个国家觉醒自励、奋发
崛起的历史洪流，成为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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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
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
法。”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首要任务就是制定宪法。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宪法
起草委员会数易其稿，形成“比较成熟”的宪法草案初稿，
在一定范围内征集意见并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
过后，于1954年6月16日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这场为期两个多月、共有1.5亿人参加的宪法大讨论，是新
中国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江门参加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立法活动的历史起点。

——紧锣密鼓组织学习。1954年6月14日，江门市
成立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并设立办公室。6月18日，市委
宣传部发出《关于江门市机关干部展开宪法草案学习、讨
论的通知》，从6月20日至7月10日组织实施。6月25
日，江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作出《坚
决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7月11日至8
月15日，面向全市各阶层人民大张旗鼓开展宣传。在短
短两个月时间内，累计作报告82次、召开座谈会10场，全
市共有24464人参加，职工、文教界和机关干部的参加率
分别达到80%和95%以上，很多学习讨论都夜以继日，安
排在晚上进行。

——循序渐进开展教育。江门市将“做好领导”作为
开展宪法草案讨论的“骨干准备”，以“从内到外、层层贯
彻”为原则，首先组织党政负责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各
阶层代表人物讨论学习，其次安排2500多名全市机关干
部，然后推至3200余工人、街坊、工商界骨干，最后由骨干
带领全市群众进行广泛讨论。为加强群众理解领会，市委
安排了23位报告员和从机关干部中抽调的197名宣传
员，对每批群众一般经过三次辅导报告再组织讨论，使社
会主义原则、过渡时期总路线、公民权利义务等在群众中
得到广泛普及。

——今昔对比深化认识。整个讨论过程都针对各阶
层不同情况，紧密结合思想、工作与生产，与新中国成立前
进行回忆对比，使群众通过切身体验加深对宪法草案的认
识。江门电厂职工邱育贤说：“过去我们只有做牛马的义
务，工人病了老板不管，手腕关节脱了老板完全不理。现
在就完全不同了，最近手腕关节再脱时，工厂给医药费，工
资照发。”文教界结合草案第94条谈思想认识，积极想办
法挖潜力，提出下学期可多招收500名学生，为国家节省
大笔开支。手工、搬运等行业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和劳动竞
赛展开讨论，普遍增强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劳动热情。

——激荡华侨铸宪心声。“五四宪法”草案在第23条、
第49条、第98条对管理华侨事务、保护华侨权益作出了规
定，极大激发了广大华侨对人民政权的高度认同。在第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主席团97人中共有华
侨代表5人，1227名代表中共有华侨代表30名。他们很多
人亲历过近代以来中国不同类型的宪法，对新中国首部宪
法给予高度评价。江门开平籍著名旅美侨领司徒美堂以
《这是华侨渴望多年的宪法》为题发言：“我八十多岁了，这
些年来，从满清、袁世凯、曹锟到蒋介石，看过不少‘宪法’。
这些反动头子们不特用宪法来压迫人民，还用宪法来欺骗
世界。各种各样的宪法，给人民带来各种各样的灾殃……
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祖国的国际地位才得提高，华侨才得
吐气扬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
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英勇奋斗的结果。”广大华侨长期置
身海外，对于新旧政权下的尊严地位感受深刻。这些代表
以亲身经历发出的肺腑之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集中代表了国内外华侨群体对新中国宪法的由衷拥护。

经过广泛深入的学习讨论，江门全市共提出要求解释
的问题134件，主要集中在国家性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
公民、国民、人民的分别，以及国家组织机构与苏联的区别
等方面；修改意见5条，主要是在语词表达和结构行文方
面。尽管这在全国共提交的118万多条修改、补充意见和
问题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气氛浓厚、声势浩大的讨论
过程，是对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稳步
过渡的鲜明宣示，是对各条战线干部群众国家意识和公民
身份的深入普及，也是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起来保卫胜
利成果、共同建设伟大祖国的极大鼓舞。大讨论中，有的
群众说，“国民党的宪法是害人法，现在的宪法是幸福法”；
有的说，宪法草案“每一条都代表着人民的利益”；有的虽
然不识字，也请人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宪法读给他听。这些
朴实的话语和行动，都和“五四宪法”一样，镌刻在江门的
法治发展史上。

岭南四季皆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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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
间，合乎人心而已。“五四宪法”和“八
二宪法”两次全民大讨论，彰显了植
根人民、造福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不
断发展的力量源泉，构筑了江门法治
发展史上的精神坐标，也熔铸于侨都
温润朴实的城市气质。在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江门市
着眼于展现独特城市品牌形象、凝聚
全世界五邑籍华侨华人文化认同，深
刻挖掘自身历史文脉和文化记忆，广
泛征求全市干部群众、社会各界人
士、省属知名高校和文化研究机构的
意见建议，在“中国第一侨乡”的基础
上鲜明提出建设“中国侨都”的发展
定位，实现了从城市身份标识到侨文
化引领、从侨文化展示到侨文化领跑
的标志性转型。2021年12月举行
的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全面实施“侨都赋能”等六大工程，深
入推进法治江门建设等三大保障体
系，发挥华侨华人资源优势，提升“文
化交流、经贸合作、维护权益、侨务智
库”四大功能，全面擘画了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侨都的美好未来。这
是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塑造江门
现代城市品格的生动实践，也是对江
门历史上两度开展宪法学习讨论的
遥远致敬，更是以法治精神护航江门
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庄严承诺。

今日的江门，雄踞珠江西岸、大
湾区黄金地带，海内海外“两个江门”
的发展优势越发显著，打造国家市域
社会治理现代化标杆城市的步伐更
加矫健，同时还在不断续写与国家根
本法和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之间新的
渊源。2020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落户江门
市江海区，成为珠三角、广东省乃至
大湾区唯一的“国字号”基层立法联
系点，截至目前已就多部法律法规的
制定修改征集群众意见，有效发挥了
立法“直通车”作用。2021年9月，
江门市法治广场揭开面纱，通过常态
化举行法治宣传教育、开展新任命国
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等活动，已经成
为塑造城市法治文化、提升公民法治
素养、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阵
地。2022年12月，江门市还将在法
治广场隆重举行纪念“八二宪法”公
布施行四十周年系列活动，为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守护侨都红
色根脉、赓续江门法治精神，提供新
的历史见证。

却顾苍翠来路，初心坚定如磐。
法治广场旁边的金瓯路上车流穿梭
不息，江海基层立法联系点所在的高
新火炬大厦灯光璀璨，洁白庄严的宪
法书章安卧于法治广场的中央，是江
门最可宝贵的法治地标。尊崇宪法
地位、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不断夯实人民当家作
主的制度根基，是江门广大干部群众
和各界华侨华人矢志不渝的坚定信
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江门将以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的姿态，为完善以宪法为核
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持续贡献力量，不断
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
侨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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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调
研室副处长、二级调研员，挂任江门
市江海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
组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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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新入职的国家公务员在
江海区基层立法联系点法治广场
进行宪法宣誓。 张浩洋 摄

文/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