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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街串巷的身影 步履匆匆的足音
政协委员倾心基层为百姓带来 “生活变化、民生改善”的故事

    去年有段时间，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委

员郭友龙驾车经过 G1501上海绕城高速，
感觉路面又平整了不少：“为了修这条路，

我在 10年的委员生涯中，连写 5个提案，
最后终于开花结果了。”

郭友龙“结缘”G1501，始于十一届市政
协，终于十二届市政协。

2010年，郭友龙听到不少驾驶员反映，

G1501上海绕城高速的 G2（京沪高速公路）

至 G60（沪杭高速公路）间，路面坑坑洼洼，
多有破损，开车很不舒服。后来，他开车经

过这条路段时，还特意留心了一下，结果撞
上多个路坑，车辆底盘磕得砰砰直响。“这

哪像是高速公路，连乡村公路也不如啊！”
同时，他还发现，由于修补工作零零散散，

造成路面上“补丁”很多，让人看着非常刺

眼，既妨碍人们开车，又有损道路形象。
据了解，郭友龙驾车途经的这条“补丁

路”，属于郊环线（同三段）。这条路段于

2002 年建成通车，全长约 46 公

里。由于通车年限较长，交通流量较

大，加之郊环线实行弹性收费后，重

型集卡车辆的流量骤增，这些因素叠加

起来，导致这条路段的路面受损情况较为

严重，日常养护及小修小补已经不能满足
出行公众对道路舒适度的要求。

在 2011年的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2012年的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郭友

龙均递交了相关提案，呼吁彻底全面维修
这条“补丁路”。2012年 5月，提案承办单位

市建交委告诉他，维修工程已经列入计划，

他们正在和相关单位协商协调，争取尽快
启动。

在 2013年、2014年，作为十二届市政
协委员，郭友龙再次连续递交提案，呼吁维

修工程尽快启动。2014年 3月，市住建委答
复提案，表示根据总体进度要求，G1501大

修工程于 2014年全面开工，2015年下半年
全部竣工。

在这之后的两年中，郭友龙多次驾车
路过现场，发现部分路面已经进行维修，但

是不少路面损坏状况依然严重，路面状况

依然不尽如人意。于是，在 2016年的市政

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他第 5次递交提案，
呼吁加快整修道路，重新铺设路面，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
2016年 4月，提案承办单位市交通委

答复提案，表示“大修工程正在积极进行之
中”，他们还特意向郭友龙征询意见：道路

是全封闭地修，还是一段段地修？“本着便

民利民的原则，我当时毫不犹豫告诉对方，
肯定是后一种方案合适。”郭友龙说。

在郭友龙的提案“5连追”下，G1501
的那段“补丁路”终于旧貌换新颜。2017

年，郭友龙多次驾车经过那条路段，通过
亲身感受，他发现一个又一个路坑被填平

了，一个又一个“补丁”被消除了，路面维修
基本完工。“看来我不用写第 6个提案了。”

他笑着说。
回首多年委员生涯，郭友龙深有感触

地说，参政议政贵在“坚持不懈”，“如果‘说
过算数’，对方可能就会有所忽视；如果言

之有据、‘一追到底’，对方就会真正重视，
并且切实采取行动。”

郭友龙的提案“5连追”，是上海市政协
委员对民生问题跟踪到底的一个缩影。数

十年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条断头路
的打通、一条公交线路的优化、一个社区为

老助餐点的设立⋯⋯这些民生实事落地的
背后，都是政协委员连续数年递交提案“钉

钉子”的结果。

    2017年 4月 19日，市政协举行“建设市民满意的食品安

全城市”专题学习会，与会的市食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说，为确
保“舌尖上的安全”，上海将积极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监管，

并加大相关监管信息公开力度，形成社会共治格局。“这样的
工作思路，与我 5年前提交的那份提案很吻合！”坐在会场后排

的市政协委员、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教授汪敏生心潮澎湃。
2012年，上海食品行业曝出品牌鲜奶质量问题，将食品

安全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汪敏生想，他得赶在下一次政协
全会上提交一份提案，围绕食品安全建言，履行一名政协委

员的建言之责。

2012年 8月，汪敏生开始就食品安全问题着手调研。或
是业余时间单枪匹马走访，或是跟着调研组集体行动，为探

讨食品安全问题的症结，汪敏生用了几个月，跑遍了浦东新
区的食品企业、监督机构、监管部门。他还利用自己致公党浦

东新区主委身份的便利，与张江高科技园区的“海归”探讨交
流，参考了大量国外资料。

“那时候真的研究进去了，发现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为了
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熬夜琢磨是常事，有时真可以说是带

着‘问号’入睡。”汪敏生说。
一天，汪敏生和致公党浦东区委的同事聊天，有人提到，

当前食品安全监督需要引入第三方机构，至于如何运作，还
需要进一步探讨———听到“监督”二字，汪敏生感觉一震，猛

然回忆起了一桩往事：几年前他担任浦东新区人大代表时，

人大代表要向选民述职，还要接受选民评议。由于感到肩上

担子很重，在述职前几天，他一遍一遍作准备，不敢有一丝一
毫马虎。这一切都源于公众监督的压力。

在受监督的情况下，做事会更加认真、负责———受这桩
亲身经历的启发，汪敏生眼前一亮：解决方案来了！

经过 4次修改，在 2013年的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上，

地区环形公交线路开通

    现在，十二届市政协常委、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戴建国每次路过轨交 1号线莘庄站，看到北广
场的 153路公交车终点站，都会感慨万千。这条

连通莘闵地区的公交线路开通已 5年，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当地部分居民的出行难。在居民点

赞的背后，有着政协委员的默默推动。
位于闵行、松江交界处的莘闵地区，分布

着 30多个居民小区，人口众多，其中仅上海康
城就有 10万居民，被称为本市“最巨型的居住

区”。之前，松莘线、松莘 B线、松莘线区间车这

3条始发于外环路地铁站的公交线路，是当地
居民出行和进入市区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由

于班次间隔时间过长，导致车辆在早晚高峰拥
挤不堪，不少居民为此怨声载道。

对居民“等公交难”“挤公交难”，家住莘
闵地区的戴建国对此感同身受。到了 2012

年，这一问题仍没有明显好转。为核实情况，
2012年下半年，戴建国专门抽出时间，先后 4

次到现场调查。他来到松莘线公交站，观察公
交班次间隔时间，发现待车时间很长。这条线

路共有 45个站点，来回需 3个小时，但整个
线路只有 12辆车，除早上头两班车间隔 20

分钟，其余时段车次间隔长达近半小时。松莘
B线线路也很长，共 31站，间隔也非常长。

在 2013年 1月的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

议上，戴建国递交提案，建议交通部门在莘闵

地区和轨交 1号线莘庄站之间增设穿梭巴士，

方便居民出行。“未来莘闵地区还将有大量居民
导入，公共交通配套设施需尽早完善。”他说。
戴建国自 2013年 4月起，通过电话、现

场交流，与松江、闵行职能部门反复沟通、协
调，希望对方以民生大局为重，尽快形成合

力。他还数次联系市交通港口局，希望相关负

责人能到现场走一走、看一看。
2013年 9月，戴建国接到市交通港口局来

电，对方表示，各个部门之间已经进行了沟通协
调，已初步形成共识，明年初拿出解决方案。

2014年 1月，市政协举行相关提案办理
跟踪座谈会。松江区政府称，根据戴建国所提

建议，并结合莘闵地区实际情况，他们计划新
辟 153路，该公交为环形线路，自漕河泾开发

区松江园区起，途经莘砖公路、莘松公路、沪闵

路、水清南路、莘建东路（1号线莘庄站附近），
之后途经沪闵路、莘松公路、莘砖公路，返回漕

河泾开发区松江园区———此站既是起点站，又
是终点站，车辆的停放、调度都在那里。

此外，区政府还计划新辟松江 49路、松
江 54路，分别接驳轨交 22号线春申站、新桥

站，并尽可能与莘闵地区的大部分小区串联

贯通，以解决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

会上，公交公司负责人称，153路的营运

车辆、司售人员及相关配套设施都已准备就
绪，只待松江交警、闵行交警、市交警总队等相

关部门审批通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图章”。
“只要手续办齐，我们 5天内就能把车开

出来！”松江区公交公司副总经理徐玉明信心
满满地说。

座谈会结束后没多久，153路即投入运

营，线路长度 7公里，站点数 21个。从松江区
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戴建国特地跑到莘庄

站北广场去确认，看到眼前实实在在的车辆、
站牌，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算真正落地。

153路开通了，戴建国的关注目光仍未
离开。2014年 9月，他经实地调研，向交通部

门呼吁，增加 153路公交线路运能，同样获得
采纳落实。这条线路的开通，赢得沿线居民交

口称赞，大家的日常出行，又多了个选项。

 7年建言残疾人获补贴

    从 2017年 3月 15日开始，符合相关条

件的上海户籍残疾人士，可前往户籍所在地
的村（居）委会办理残疾人交通补贴申请。补

贴采取按季度预拨的方式，首次于 2017年 6

月 15日发放。

至此，历时 7年，上海市政协委员、协力
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游闽键从市政协十一

届四次会议期间开始不断提交的相关提案建

言，真正落实了。他说，提案一天不落实，他就
“不罢休”。

2011年 1月，上海市两会前的一天，游

闽键参与媒体的两会报道热线志愿服务接听
工作时，接到一位残疾人的咨询电话：“不少

外省市都对残疾人免收公交车费，我们上海
为什么不行？游委员，这事你管不管？”

“当然管！”放下电话，游闽键便开始查阅
资料，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还去残疾人

那里了解具体情况。当时，上海的一、二级盲

残疾人士乘坐公交可以免费，但低视力等残
疾人士无法享受此优惠。

2011年初，在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期
间，游闽键与殷啸虎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本

市残疾人免费乘坐本市公共汽车的建议”的提
案，建议将《上海市盲人免费乘车船证》领取范

围扩展到低视力群体，并扩大免费使用公交工
具的残疾人士范围或者提供公交补贴。

在市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期间，游闽键
又提交了“关于对残疾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给予优惠或免费的建议”的提案，并且和承办
单位沟通交流，了解到上海将修订残疾人保障

法的实施办法，之后才有可能考虑。于是，他在
提案中添加了尽快修订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条

例的内容。承办单位上海市残联的办理结果
是“列入计划拟解决”。对这一结果，游闽键明

确表示“不同意”———上位法已做出明确规
定，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矛盾。

2013年 1月 28日，市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依例举办现场咨询活动。距正式开始还

有半个多小时，游闽键早早就等候着了。一到
点，他便直奔市财政局的席位，开门见山道：

“有个问题，我提了几年一直没有解决，就是

残疾人优惠乘公交。法律有明确规定，财政能
否给予支持？我如果再提提案，让贵局会同办

理行不行？”第二站是市交港局，在那里，他得
到的信息是“仍有‘范围、方法、资金’三道关

口需攻克”。
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游闽键又

与曹艳春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对残疾人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给予优惠或免费的建议”的
提案，提案指出，当时 4个直辖市中，北京、重

庆、天津均已实现不同程度优惠，华东地区甚
至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相关

优惠政策出台，而上海在这方面已远远落后。
提案建议，严格依照《残疾人保障法》之规定，

尽快落实针对全体残疾人的优惠措施。
承办单位市残联的办理结果依然是“列

入计划拟解决”，并建议参照北京等省市的做
法，“将有关条文写入正在修订出台的《上海市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2013年4月，市政府法制办通过市政协征
求委员对《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办法》（草案送审稿）的意见建议。
游闽键发现，《草案送审稿》并没有残疾人优

惠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相关内容。
于是，游闽键搜集了上位法的规定、修改

的依据以及修改的必要性、相关城市的做法

等，整理了万余字的建议。
4月 23日深夜，距市政府法制办通过市

政协征求委员对《草案送审稿》意见建议的截
止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游闽键上传针

对了“市、区（县）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

惠”条款的意见，认为应落实细化操作方案。

当年 11月 21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了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办法》，自 2014年 4月 1日起施行。第 45

条明确由政府部门提出落实残疾人优惠乘车
的具体措施，“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实际情况，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和有

需求的双下肢残疾人乘坐无障碍出租车辆出

行，提供便利和优惠，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会同市残疾人联合会另行制定。”

2014年年初，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现
场咨询活动中，市交港局相关负责人见到游

闽键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每年都见面，那件
事今年解决了！”“那件事”，指的就是残疾人

优惠乘车。

“具体施行方案是怎样的？何时能落实到
位？”游闽键追问。

各项具体工作环节需要解决的问题不
少，持证残疾人乘车的优惠制度当时并未马

上落实。游闽键深入调研，了解影响相关工作
推进落实的困难瓶颈。

2015年年初，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期
间，游闽键提交了“关于尽快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条的建议”的提
案，建议尽快落实残疾人乘车补贴的方案。

2016年年初，市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期
间，游闽键提交了“关于尽快落实残疾人公

交优惠补贴的建议”的提案。提案认为，应尽
快落实残疾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优惠补贴

方案。
最终，提案建言得以落实，全市 38万残

疾人获得交通补贴。
游闽键不会忘记，上海公布残疾人公交

补贴施行的那天，他收到了许多残疾人的电
话和短信，其中有一位残疾人家属在电话中

说，其父亲每年两会期间都会关注游闽键的
相关提案，虽然老人已经去世，但心愿实现

了，他们全家很感激政协委员的坚持。放下电
话，游闽键发现自己的眼睛有点潮。

看得见 听得见

    日历翻到 2020，新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迎新的人们有的购置年货，有的规划回老家的行程，准备过

大年了。但在申城，也有一群特殊的人，还在忙着去企业、进小区、
到田间、走马路，了解经济发展问题，调研社区治理短板。他们是
上海市的政协委员。上海两会就要召开了，在会上要提交的提案、
大会发言、社情民意，内容还需再修改、充实、完善。“知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通过提案等为百姓代言，才可
能带来‘生活变化、民生改善’的成果。”委员们实话实说。

1月 6日，上海市政协召开新年度第一次主席会议。会议介
绍，2019年，830名市政协委员参与日常会议活动 16148次，458
名委员以第一提案人身份提交提案 890件，257名委员反映社情
民意信息 816篇。

其实何止这一年，人民政协成立 70年来，上海各级政协组
织和广大政协委员，一直深入基层走访、踊跃撰写提案、积极建
言献策、认真履职尽责，心系发展，情牵民生。

为民代言、发声，“看得见”这群特殊人走街
串巷的身影，“听得见”这群特殊人步履
匆匆的足音……

不罢休

现场看

夜琢磨  引入“外人”监管食品安全

汪敏生递交提案，建议政府在食品安全上引入“第三

方”，同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评议。
他在提案中提出，食品安全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综

合问题，所涉及的参与人员众多，利益链条冗长，这就造
成了抽查式的监管往往不起多大作用。若要政府对食品

安全相关的所有环节都进行保姆式的监管，也确实难以
做到。要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现象，必须

从监管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上动脑筋，想办法。为此，

他建议，扶持有多方参与的独立的第三方食品监督机
构，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聘请专家、人民代表组成

测评小组，对第三方食品监督机构实行淘汰式的评议，
并动员全社会力量，对平台运作的公正性实施监督。

“让广大市民挑刺，‘第三方’才能真正起作用！”汪
敏生说。

之后，市、区两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人上门答复
提案：这份提案具有前瞻性，短时间内可能不会落实，但未

来终将付诸实践，因为符合食品安全工作的方向和趋势。
对有效动员第三方力量共同参与食品安全监管，上

海各级层面进行了持续探索。2016年，在上海市食药监
局的牵头下，上海食品监管首度引入“食品安全社会监

督员”；本市部分街道，或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或成立
包括商户代表、物业管理代表、社会志愿者组成的共治

小组，借助社会第三方力量，实行食品安全共治。

2017年 1月，本市印发《上海市建设市民满意的食
品安全城市行动方案》。5年前汪敏生撰写的那件提案

的建言思路———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在
这份方案中得到充分体现。

十二届上海市政协开局之年（2012年）播下的建言“种

子”，在收官之年（2017年）结出了果实，汪敏生十分欣慰。

5连追
“补丁路”路坑消失平整了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刘子烨 顾晓红

荨▲ 市政协委员实地查看垃圾分类以及湿垃圾源头减量

设备运行情况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 金松 摄

■ 市政协委员赴漕泾镇
水库村开展“本市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情况”专题视察活动

■ 市政协委员和交警商讨提升道路通行效能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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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委员实地察看虹口区 17街坊基地、春阳里旧

区改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