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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我国最早开展人民建议
征集的城市之一。
今年 6月 23日，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7
月 1日起正式施行。
省级人大为人民建议征集制定

地方性法规，这在国内尚属首创。这
不仅是地方立法的一次首创，更昭
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上海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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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目标

建议征集融入社会治理
10年前，市委市政府信访办设立人民建议征

集处。2020年 7月，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正式揭牌，意味着这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全市 16个区均成立了人民建议征

集办公室。机制体制捋顺的同时，建议类信访事项
占比，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人民建议占信访

总量的比例，已从 2012年的 6.5%上升至 2020年

的 30%，采纳率也从 58%一路攀升至 98%。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让全社会

参与城市建设发展，《若干规定》的出台，恰逢其
时，聚焦民生关切、社会热点，一个目标是———上

海将以更主动的姿态，推动人民建议征集融入社
会治理。

为此，《若干规定》特别强化了人民建议“主动
征集”方式，明确：各级国家机关在涉及社会公共

利益和重大民生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等，要主
动征求、收集人民建议，并可根据需要开展专项征

集，并逐步实施目录管理。
同时，为了让人民建议有结果、有反馈、有互

动，切实提升建议人的积极性、满意度和获得感，

《若干规定》还把推动成果转化作为人民建议征集
工作的重点，明确：各级国家机关建立健全人民建

议综合研判、转化机制；同时，通过探索制定工作
举措，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真正促成人民建议

“成果转化”。

此外，在城市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当下，《若干
规定》也对人民建议信息化建设专列条款———今

后，人民建议征集信息系统将持续完善，实现议题
发布、建议接收、办理反馈、信息查询、公众评价等

功能，接入“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平台；依托上海
市大数据资源平台，推进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信息

的互联、互通和共享。

一大亮点

突发事件应急快速处置
如果，要评点这部地方立法的亮点，那么无论

是“主动征集”“成果转化”，还是市民建议信息化

建设，都可圈可点。这里，特别要说一说《若干规
定》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建议征集的制度设计。

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最紧张的 2月，相关
群众建议直线攀升。非常时期，上海专门创设了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建议快速处理平台，成效突出。其

中，“紧急立法”带来的人民建议，尤为引人关注。
2020年 2月 7日，全国首部省市级抗击新冠

肺炎紧急立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的决定》，这部“紧急立法”当日表决当
日实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群防群治如何依法

开展？连续数日，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组织特殊时
期的代表专题议信活动。厉明、金缨、姚海嵩等 15

位市人大信访办代表专业小组的伙伴们一直通过
微信群开展工作，收集讨论市民提交的意见建议，

群策群力，将有价值的市民建议及时反馈给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保障全过程依法抗

疫；其中，人大代表们持续关注人民建议中对涉疫
失信信息的归集和公示，监督推动政府职能部门

严格执法，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行为的震慑效应。截

至 2020年 2月 25日，全市共梳理出涉疫

行政处罚案件 96起、涉案失信人员 104

人。其中，符合“四类情形”的案件 9起、涉

案 9人。2020年 2月 26日，市公安局将首
批符合“四类情形”的 9起案件处罚信息

推送至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这意味着，信用公示，无论是惩戒或

者奖励，都将变成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常

态；信用本身，也不再仅仅是个人操守，还
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中日益习惯的制度

应用。一场疫情，带来的不只是个人卫生
习惯的改变，更是信用城市对信用习惯的

重塑。而这样的重塑和改变，离不开人民
建议的参与———非常时期，维护法治权

威，提升治理能力，坚决打赢抗疫阻击战。
如今，上海在非常时期创设的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人民建议快速处理机制，已纳

入地方立法。《若干规定》特别提及———
“及时、快速收集、转送、汇总、分析突发事

件应急处置期间的人民建议，提高人民建
议处理的时效性。”

一个案例

从人民建议到代表建议
市民刘女士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老父

亲因急性脑梗在医院急诊留观，刘女士夜

晚陪护父亲。父亲要如厕，尴尬了———急
诊大厅有男、女卫生间，但她陪着父亲，既

无法去男卫生间，也无法去女卫生间……
事实上，在各大医院门诊、急诊大厅，

刘女士的尴尬，并不鲜见。许多老人就医

都有家属陪伴，随着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
已人到中年，儿子陪伴老母亲，女儿陪伴

老父亲，很常见，患者身体不适行动不便，
“如厕尴尬”真真急煞人……

于是，黄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收
到了刘女士的人民建议———建议申城各

级医院门诊、急诊大厅设置“家庭卫生
间”。什么是“家庭卫生间”？就是在公共场

所专门设置的协助不能自理的异性亲人
使用的卫生间。医院里，“家庭卫生间”尤

为必要，极大方便病患和家属，医院服务
因此更人性化、便民化、智慧化。

门诊、急诊大厅里的“家庭卫生间”，
究竟如何设置呢？黄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听取了刘女士和众多市民的意见，群
策群力，大家出了不少主意。

首先，规划要先行。规划和医疗主管
部门在各级医院的新建方案中，将“家庭

卫生间”的设置作为“硬指标”，明确设置
标准。

其次，在建要确保。目前正在建设的

各级医院门诊、急诊大厅，建议以市民需

求为要，及时优化建设方案，确保配置“家
庭卫生间”。

再次，已建要改造。目前，大量已建
成使用的各级医院门诊、急诊大厅，因地

制宜，划出专门空间，新建“家庭卫生
间”。若场地受限，不具备新建条件，要对

现有卫生间布局“微更新”———一种，可

以在通行方便的就近楼设置“家庭卫生
间”；另一种，较之女性卫生间使用人数

多、占用时间长的现状，男性卫生间改造
更可行，将现有男性卫生间挪出部分空

间改造成“家庭卫生间”，做好方位导引，
缓解“如厕尴尬”。

今年元月，上海两会期间，市人大代
表李飞康向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提出

代表建议———急诊大厅应设立“家庭卫
生间”。

这份代表建议，正来源于人民建议。
李飞康代表说，看门急诊，女儿陪伴父亲、

儿子陪伴母亲遇到“如厕尴尬”，屡见不

鲜。为此，建议全市各级医院门诊、急诊大
厅设置“家庭卫生间”———协助不能自理
的异性亲人使用的卫生间。

目前，这份代表建议还在办理当中。
毕竟，门诊、急诊“家庭卫生间”实在是

“刚需”。
家庭卫生间，市民身边事，特定时间

特定地点，也是城市生活“急难愁”，市民
刘女士做了有心人，把解决问题的“金点

子”交给了人民建议，人大代表李飞康关

注了这个“金点子”，并以法定形式向政府
职能部门提出代表建议。

这个案例，从人民建议到代表建议，

正体现了《若干规定》所倡导的“主动征
集”“成果转化”。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就要充分发挥广大市民的主人翁精神，引
导广大市民争当城市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信访部门，也要成为汇集民智的“前哨
站”，形成人民建议征集“广泛动员、多方

收集、全面筛选、认真梳理、专题会商、深
入调研、评估论证、积极沟通、专题报送、

成果转化”的办理流程，将市民的“金点
子”变成城市发展的“金钥匙”，让那些切

实改善民生、维护公共利益的合理建议件
件有着落。

其实，那些从“金点子”变成“金钥匙”
的人民建议，就是共建、共治、共享的明

证，就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践高效能治理的源头活水、强劲动

力。未来，急诊大厅内的“家庭卫生间”前
景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首席记者 姚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