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人民建议征集
成为社会治理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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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智慧
成就无限可能

市规划资源局
公众参与处处长

朱丽芳

    记得地铁站内的语音提示播报吗？“请抓

紧扶手，不要看手机，注意脚下安全。”这缘自
周豪军的建议，而他也是我唯一没采访到本

人的建议人，那篇稿子以人民建议征集工作
人员乔军的转述而完成。原来当初周豪军在

递材料时，已身患重病。

“上海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在于包
容，能接纳来自各方的声音。这也是我愿意

不断提建议的初心。”说这句话的人叫吴银
山，是我采访过的另一位建议人，这些年他

看着自己写下的“人民建议”变成一桩桩惠
民实事。

这一年，我采访过的建议年龄不同、职
业不同、来自不同城市，唯一相同的是，他

（她）们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几乎如出一
辙，“非常高兴自己的声音会被听见”。真听

声音才能听到真声音，这或许也是《上海民
声》推出一年以来，收获满满“金点子”的秘

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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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张钰芸）2020年 8月

17日，刚刚成立一个月的上海市人民建议征
集办和新民晚报社合作，共同推出每月一

期、每期四版的“人民建议征集专刊”。一年
间，《上海民声》成为一个听民声、汇民意、聚

民智、惠民生的融媒体平台，让“人人都来提

建议”成为这座城市的新风尚。

昨天下午，以“人人都来提建议 人人都是
软实力”为主题的“上海民声———人民建议征

集专刊·融媒体系列”一周年座谈会在新民晚
报社举行。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纷纷表示，人

民建议征集是建设“人民城市”应有之义，畅通
渠道，理性建言，“上海民声”必将“声声”不息。

“感恩‘遇见’，我的建议得以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从一条体验视频，到一封发往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信箱”的建议信，B站

UP主赵红程的“金点子”被重视、被采纳，结

出了城市治理更精细的“金果子”。这段经历

让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姑娘笑称：“这次‘遇
见’，让我从拥有数万粉丝的博主成为上海

人民建议征集的粉丝。”
每一条建议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

“民声”都值得“被听见”。新民晚报记者季晟
祯清楚地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人民建议征

集稿，虽然没能面对面采访身患重病的建议

者周豪军，却隔空与他一起见证了一条建议

从“被看见”到落地的全过程。
从自下而上的“送上门”，到以上率下的

“主动征”，市规划资源局公众处的朱丽芳说，
今年第 6期的专刊，是她与新民晚报的“第一

次亲密接触”，最终汇集了数百条的群众建
议，为五个新城建设提供了重要民智民力支

撑，是名副其实的“人民规划人民的城市”。

“回首这一年，12期《上海民声》成为了

市民建言献策、参政议政的大平台。”上海市
信访办主任、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主

任王剑华表示，更多的人民建议意味着更高
水平的城市治理，希望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

高效，让每一位居住在上海、停留在上海的
人，都能爱上这座城市、留恋这座城市。

慧从民来，惠及民生。一年间，以“飞入

寻常百姓家”为追求的新民晚报，跟随着人
民建议，用脚板丈量民情。新民晚报社党委

书记、社长朱国顺表示，《上海民声》要在“政
媒融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传递好声音，

传播正能量，更要凝聚海纳百川的民智民
慧，成为政府部门决策的有力支撑。

会上，每周一期的《上海民声 ·电子刊》启
动上线，将以图文、视频、音频等全媒体形式整

合传播，打造全媒体时代群众工作新格局。

    人民建议征集推进过程中我们真切

地感受到：法治引领+机制创新+媒体助
力，实现了“1+1+1>3”的效果。

在“上海杨浦”APP上，开通人民建
议“直通车”；在 9个党群服务驿站，设置

建议征集“互动屏”；征集“二维码”覆盖
350余个居委会……在杨浦区，人民建

议的征集渠道拓展到了新宽度，逐步实

现征集渠道随处可见、征集信箱触手可
及、群众建议随时可提。

去年 9月 25日，我们在杨浦滨江开
展了人民建议征集活动，在《上海民声》

第 3期专刊上就集中呈现了杨浦的人民
建议征集工作。

媒体助力，跑出了征集“加速度”。搭上
时代快车，插上媒体翅膀，凝聚众人力量，我

们将不断深化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更好助
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人民城市”建设。

    “五个新城”人民建议征集是一次名

副其实的主动征集、联合征集。大家真诚
地拜群众为师，扑下身子，千方百计征民

意、集民智。

第一次联合征集，让我们深刻地认
识到：听老百姓怎么想、怎么说，是规划

资源工作的基础；汲取各方智慧、破解
工作瓶颈、共绘发展蓝图，是规划资源

工作的法宝。从征集到的数百条建议
中，我们看到了市民心向往之的新城模

样。未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敞开大门，让

无穷智慧的人民成就规划工作的无限
可能。

与新民晚报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也
让我认识到：要“讲好故事”，必须以真抓

实干为基础，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
水；必须奏响交响乐、唱好大合唱，才能

把声音发得响亮。

    作为一名轮椅人士，我曾经专门去体验

上海的无障碍公交，结果发现，上海已经配置
了不少无障碍车辆，但在信息查询、站点停靠

和司乘服务上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为
此我制作了一条视频，获得了 15万点击量，

但建议仍然停留在视频里，实际情况并无改
观。直到有一天，一名网友向我推荐了“上海

市人民建议征集信箱”。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发出了自己的第
一封建议信。当天，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工作人

员就和我联系，详细了解有关情况；几天后，
我受邀参加“感谢好声音、期待金点子”市民

大家谈活动，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王义祥老师
现场回应了我的建议。

“人民建议征集”“新民晚报”“上海民
声”，都有一个“民”字，这是我们每个市民有

序参与治理、贡献智慧力量、实现人生出彩的
重要舞台。

一个“民”字
构筑建言舞台

B站 UP主赵红程
建议背后的
那些“建议人”

新民晚报社
记者

季晟祯

听民声 汇民意 聚民智 惠民生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不仅能够疏解民忧民

怨，还能汇集民智民慧，在提升城市软实力高
水平建设、实现城市高效能治理方面发挥独

特优势和显著功能，已经并正在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作为负责任的、有政治意识和大局

意识、有思想和品格的新闻媒体，通过专刊平
台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汇集民智民力

与赢得民心民意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人民依

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社会
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这既是民心所

向，也夯实了我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符合国家
长治久安的发展方向。

建议进一步强化人民建议征集“征集→研
究→转化”机制，积极倡导意见征集的“短、新、

实”，切实把握“时、度、效”，用“平民化的视角”
映射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初心本源，用“个性鲜

明的文字”反映基层群众的意志和诉求，用“掷
地有声的回应”大胆地、负责任地开展新闻舆

论监督，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取信于众，真正让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成为社会治理的显微镜、透
视镜、望远镜，从更广阔视角分析、应对经济社

会运行中的问题，优化决策、管理、服务模式，
在新媒体时代持续释放人民建议的治理效能。

【专家观点】

    今年 7月 1日，《上海市人民

建议征集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这

是全国地方立法的一次首创。作为人民建议

工作的母法，各项制度均将以此为基础展开，
未来适当时候还可以制定补充及细化规定。

我建议从这六个方面予以充实：
一是完善调研工作，调研本市各民主党派

市委、区委的参政议政及社情民意工作，其机制、
内容、方式等可以作为人民建议工作的借鉴。

二是夯实主体力量，组织好优秀建议提

出者（市民）、优秀专家学者、智库顾问队伍、
部分人大代表、部分政协委员等。

三是完善建议，定期对征集的人民建议
进行甄选、加工、提炼，变成人大议案、政协提

案、立法议案、质询议案等等。
四是加强市区联动，市区人大、政府所设

立的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可以建立定期协调
工作会议机制。

五是发挥媒体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发布
建议征集意向性议题，关注热点、难点、痛点。

六是完善办理机制，人民建议的采纳、部
分采纳、不采纳、留作参考、转递、问询或质询

政府、建议办评判、人大立法等等，涉及多部
门，办理工作应规范化、程序化、人性化。还要

用好奖励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优秀建议市
民、专家智库的作用。

媒体助力
跑出“加速度”

孟涛 杨浦区人民建议
征集办主任

凸显“深”

突出“厚”

强化“引”
    新民晚报与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办联袂

推出的《上海民声》报道，是践行“全过程民
主”“两城理论”的典型案例，是城市治理的

鲜活样本，是媒体深度融合的上海模式。
从政治维度看，代表了上海在城市精

细化管理方面的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上
海在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理论的积极作

为，让“全过程民主”以看得见的方式体现

在市民的日常中，城市管理者、媒体、市民
形成良性互动。

从传播的维度看，体现了城市媒体在
新时代的新作为，本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新

闻理念，不再满足只做记录者、旁观者，而
是心系人民的能动者、建设者，主动融入城

市治理的火热现场。
从新民晚报的维度看，这一行动接续

新民晚报绵延多年的传统，将寻常百姓的
心声、智慧通过媒体平台与上海、中国、

世界连接起来，搭建市民连心

桥。同时，也为媒体融合改

革探寻新路，为媒体融

合转型提供上海智慧。

奖励优秀建议人
关注热点难点痛点

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厉明

上海市委党校
教授

赵勇

搭建市民连心桥
融入城市大治理

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执行院长

张涛甫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整理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上海市社科院
研究员

彭辉

    《上海民声》专刊让市民“被看见、

被听见、被采纳”，更推动了积极主动
的“我建议”，构建了人人展示软实力，

人人参与人民城市建设的载体。
这个栏目表现“真、善、美”的特

点，如何进一步做好？我有几点建议。
一是凸显“深”，在深度上持久发

力，解决人民建议碎片化的问题，更多

地引入专家参与讨论，形成人民建议、
官员回应、专家意见的格局。

二是突出“厚”，从人民建议中发
现选题，深入分析和调研，通过自下而

上、自上而下的互动，形成方便民众阅
读的报道，又是有厚度的调研报告。

三是强化“引”，从人民建议中发
现一些引领性的话题，比方说“五个

新城 ·畅想明天你的样子”这一期专
刊，就是引领社会发展的话题。希望
新民晚报《上海民声》能够做

出更多“爆款”。

【征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