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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手机，点开随申码，市民郑先
生在下方的“疫苗 & 核酸”一栏中找
到了自己刚上线的核酸检测报告，结
果显示为“阴性”。
“不用再跑医院拿报告，

很方便。”包括郑先
生在内，很多人并
不知道，这份便利
要感谢市民许东去
年 10 月的一条建
议。而各类人民建
议，一年来，上海征集了 27000余条。

去年 7月 17日，上海市人民建议
征集办公室挂牌成立，在原本信访工作
的基础上，集收集梳理、办理反馈和宣
传引导于一体的工作机制更加完备。一
年来，征集办收到人民建议同比增加
50%，重要建议采纳率达到 98.3%。

今年 7 月 1 日，《上海市人民建议
征集若干规定》正式实施。用立法规范
人民建议征集流程，明确建议落实转化
的方式和机制，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首
开先河。
人民城市人民建。一条条人民建议

“好声音”，传递着城市治理“金点子”，
变成了城市发展“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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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4
本版编辑 /顾 玥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1 年 8月 17日 /星期二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好声音”传“金点子”变“金钥匙”
一年27000余条人民建议让城与人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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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上海信
访总量中，各类出于“公
心”的建言献策

从原先

上升到

6.5%

30%

    一年来，全市 16个区均已
挂牌成立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市、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信箱矩阵

入驻“随申办”，嵌入全市 215

个街道、6100 多个村居“家门
口”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

“1+16+215+6100+X”
征集网络。

建言者
有大学生村官，也有退休市民

今年 1月 27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上海市“十四五”《规划纲

要》的决议。这张上海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
人人关心，也振奋人心。

令人动容的是，《规划纲要》起草过程中，
先后收到市民建言 23000余条，充分体现出

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强烈愿望。为了让
“十四五”规划的编制过程成为凝聚各方共

识和智慧的过程，上海还专门开展了“‘十四
五’规划市民大家谈”活动。有趣的是，这次

活动本身，就是一名95后大学生村官建言的
结果。

吴豪是嘉定区徐行镇“三支一扶”大学生

村官，也是一名积极为城市发展谋划的“建言
达人”。2016年以来，他先后提交 30多条人民

建议。去年，他提出《关于积极引入公众参与
科学编制“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很快被采纳

并得到市领导批示，成为推动“市民大家谈”
活动的契机。在吴豪看来，以人民为中心，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不仅是党的执政之基，也
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所在。

最终，23000多条市民建议，有相当一部
分被吸收采纳，写进了上海市“十四五”《规划

纲要》。比如初中生毛子谦关于老小区可以和
周边产业园区错时共享公共空间的建议，又

比如退休市民罗克平关于建立上海“老专家
智库”的建议。

罗克平是一名“老建言”。上世纪 80年代
起，他就开始为上海的城市发展热心谋划。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用人制度改革我
有很多话不吐不快，但普通人提建议的途径

太少了。”他只能不断向媒体投稿，表达自己

的观点和建议。
“近年来，上海倾听群众呼声、接纳市民

建议的渠道变得越来越多，形式也越来越丰

富。去年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的设立，更是
成为集大成者。”罗克平认为，人民建议征

集尊重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维护人民群
众参与民主治理的法理地位、容纳广泛的

公民政治参与，已经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生动实践。

建言初衷
从维权“私心”到献策“公心”

在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揭牌仪式上，播
放了一个短片，里面的一个真实故事让人感

动：原本要通宵加班的便利店员工不再需要
两人一起值夜班，当妻子带着孩子在店门口

等到爸爸时，女儿激动地投入爸爸怀中。
这暖心一幕，也源于一份人民建议，连锁

超市“便利蜂”负责人刘晔青就是建言者。按

照过去的规定，便利店夜间至少要配 2名员
工值守，其中必须有一名男员工，否则将被处

罚。刘晔青理解出台规定的初衷：便利店现金
较多、安保设施不发达。

“但在移动支付普及的当下，店里的现金
很少，智能安防手段大幅提升。我们每家店光

探头就有二三十个，还装了‘一键报警’装
置。”为此，刘晔青向人民建议征集平台提出

改进建议，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接到相关工作
人员的电话，详细了解建议情况。

此后，一份《关于修改“过时规定”护航实
体经济发展的建议》被报送给相关部门，并很

快得到采纳。市公安局印发通知，明确“各便
利店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相应的安全防范制度”。而从建议提出到落
实解决，前后不到一个月。

昨天，刘晔青告诉记者，今年她又提了一
份建议，同样是关于过时规定的问题。“有人

觉得我是为了自己维权，其实这些建议大多
是整个行业的呼声。”刘晔青认为，不仅因为

市民素质提升，也因为有了更加通畅的渠道，
才让更多维权的“私心”，升华成建言献策的

“公心”。
刘晔青的感受是真实的。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上海信访总量中，各类出于“公心”的

建言献策，已从原来的 6.5%上升到 30%。越
来越多的市民有自觉、也有能力为这座城市

的美好未来去思考、建言。
家住闵行区的虞国伟就是如此。8年来，

他不仅自己热心建言献策，还带动儿子加入
人民建议的队伍，成为著名的建言“父子兵”。

虞国伟的建言，最初也始于抱怨和吐槽。
2012年的一个工作日，他去居委会办事，发现

里面空无一人。“当时我有些生气，就给‘市委

领导信箱’写了一封 159字的短信。”没有想

到的是，信发出当天，就接到上海市信访办人
民建议征集处的来电。

“对方很客气，首先感谢我反映基层情
况，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您能不能对这一

现象做些调查，找一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和
邻居及居委会商量一下解决办法？’”经过多

方调研，虞国伟写了一条《关于切实为居委会

减负的建议》。自此，他“一发不可收”，逐步成
长为“建议达人”。

在父亲的引导下，虞国伟的儿子王于杰
也加入人民建议的投稿队伍。“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王于杰常用这句诗激励自己，
当生活的“有心人”、做社会治理的“啄木鸟”。

优秀建议
有的“高大上”，有的“接地气”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的建立，不是简单
多块牌子，而是要整合资源、打通渠道、扩宽平

台，进一步凝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上
海市信访办主任、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

主任王剑华看来，用更加完善的制度推动更多
市民参与城市治理，让每一则人民建议都能完

善一项政策、改进一项政府工作———这是“人

民城市人民建”最生动的注脚。
一年来，全市 16个区均已挂牌成立人民

建议征集办公室，市、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信
箱矩阵入驻“随申办”，嵌入全市 215个街道、

6100多个村居“家门口”服务体系，并将触角
延伸至群团组织、企业、高校，逐步形成和完

善“1+16+215+6100+X”的征集网络。大量优
秀建议如泉水喷涌而出。

这些建言，有的“高大上”，比如，推出“碳
普惠”机制推进碳减排、在北横通道建设快速

公交系统等。有的“接地气”，比如，跑步爱好
者高茂立喜欢去“露天健身房”黄兴公园跑

步，发现公园普遍没有储物柜，外套、水杯等
随身物品无处可放，于是提出“在公园增设共

享储物柜”的建议；普陀区居民毛亦国一直因
大渡河路上从铜川路到芝川路的 800米超长

连续护栏造成过街不便而烦恼，建议道路护

栏要科学设置，兼顾出行安全和便捷；口罩贩

卖机进入地铁、将航天远洋测量船“远望一
号”修缮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航天科普教育

基地等等。
拓宽市民建议渠道的同时，上海还将“被

动征集”转向“主动征集”，就城市发展的重大
话题，组织市政部门与市民群众面对面，直接

听取意见建议。这一做法，也被写入今年 7月

1日实施的《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
成为法律法规的硬约束。

据统计，除了“十四五”规划，去年以来，
上海针对 2021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等，开展主

题征集十余次；围绕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与职

能部门开展联合征集 17次。今年 3月，随着
苏州河 42公里按需基本贯通，主题征集活动

在滨水空间举行，市民围绕公共空间建设、厕
所布设、环境保护等多个话题，向政府部门热

烈建言……

角色转变
从投诉吐槽到调查思考

B站 UP主“大程子好妹妹”（本名赵红
程）是一名残障人士。去年 8月，她把自己坐

轮椅乘坐 836路公交车的体验，拍成一条 6

分钟的 vlog，发布在 B站上，没想到引发大量

网络关注，很快收获 10万+播放和数百条吐
槽，还由此催生了一条“人民建议”。

“我平时上下班乘公交车并不多，但得知

上海已有不少公共交通有了无障碍装置，就
去做了一个测试。”赵红程告诉记者，当时的

体验并不好，上下车很不方便，司乘人员对无
障碍设施的操作不熟，显然未经过专门培训，

效率很低。
赵红程将这段视频转化为文字，提交给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让她惊讶的是，没过几
天，她偶然再次搭乘 836路公交车时，感受竟

然大不相同。几天后，她收到人民建议征集办
公室工作人员的反馈，才知道在她提出建议

后不久，上海全行业的公交司乘人员就已进
行了针对无障碍出行的培训。“当时真的很感

动，也感到特别温暖。”赵红程说。
这次建言的经历，让赵红程充分感受到

这座城市对于普通市民建言的态度与效率。
“很认真，没有官腔。很主动，没有推诿。”在她

看来，这不仅是一件群众烦心事得到了解决，
而且传递了一种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这

样的城市，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
赵红程的有感而发，也是很多建言者的共

同感受。今年 4月，上海市交通委答复建议人
毛亦国：所提的关于道路护栏设置的建议已被

采纳。市交通委评价“这个建议与上海的精细
化管理方向契合”“已列入重点工作之一”。

交通委的反馈让毛亦国十分欣慰。他说，

以往遇到这类事情可能会选择投诉，这次他
希望问题能够从更广的层面得到解决，所以

转变思路，变投诉为建议。“现在看来，这‘角
色转变’做对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胡
键认为，“城市是人的城市”，每个人的言谈举

止都会从一个侧面来建构城市软实力，人民
建议渠道越畅通，每个人参与城市软实力建

设程度就越高。
对于毛亦国这样的建议者来说，提建议

被倾听、能落实，会让他们更多地学会调查与
思考，而不是简单投诉和吐槽；对于城市来

说，更多的理性建言，意味着更高水平的治
理、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种城与人的相互成

就，正是“人人享有出彩人生”“人人都是城市
软实力”的生动体现。

据王剑华透露，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优
化方式，让征集渠道随处可见、触手可及，并

推动各级机关依法正确办理，全力实现“大家
的事与群众商量、请群众参与、由群众评判”。

“希望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高效，成为又一个
喜欢上海的理由！”

制图 邵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