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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去北京的委员

两会影话

潘高峰

城市治理的难

点和痛点在基层，而

金点子也往往来自

于基层，来自于社区

居民。如何集思广

益，让更多人参与到

公共政策决策的全

过程？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便是这个

问题的答案。

就在全国两会

召开前夕，记者来到

了位于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古北市民中心。

这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上海考察

的第二站。正是那次到访，让更多人了解了

“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理念，也让上海

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提地。

而居住在虹桥街道的土耳其担保银行

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诺扬 ·罗拿，则是古北

市民中心的熟面孔。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

为了参加各种文化活动，还为了去一楼的基

层立法联系点或是三楼的市民议事厅走动，

给社区建设、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虹桥街道出了名的“啄木鸟”，诺

扬 ·罗拿热衷于“挑毛病”、出主意。2016年

开始，他每年都会在上海市政协针对外籍人

士召开的建言会上建言献策；据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中关于

外籍人士缴纳个税的条款修正，也有他的一

份功劳；前不久，他又为规范宠物饲养出谋

划策；甚至，在带着记者参观古北市民中心

时，看到长宁区两位人大代表正同市民讨论

如何改进无障碍设施，诺扬 ·罗拿也禁不住

坐下来提意见了，将记者丢在一边。“我们在

做的，可都是立法前的筹备工作。”他解释

道。

1996年安居上海以来，诺扬 ·罗拿就没

把自己当外人，参加过不少座谈会，挑了不

少刺儿，也贡献了不少金点子。他也见证了

这座城市管理更加透明、市民更加积极热心

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

“市民的期待提高了，他们更积极、认真

地参与到政府各个层面的工作中，要求也更

具体了。”诺扬 ·罗拿说，随着上海市民变得

“挑剔”，城市的管理者们也在努力跟上大家

的要求。他用三个“认真”来总结各级政府

的表现：“认真倾听，认真去做，认真反馈。”

无论处理结果如何，都会有反馈。即便市民

的意见无法采纳，诉求无法实现，“他们也会

做好解释工作，或是同我们协商，尽力解决

问题”。这个过程，在诺扬 ·罗拿看来，是构

建共识的过程，更是建立信任的过程。生活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首提地，诺扬 ·罗拿

觉得特别自豪。

共识在形成，信任在搭建，城市、国家以

及人民的生活在变得更好，而让市民参与决

策、最大程度征询各方意见的做法也在变得

更加规范有序。2021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提请大会审议和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贯彻到

人大各项工作中；制定《上海市人民建议征

集若干规定》；制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指

引》《关于征询基层立法联系点意见建议的

若干意见》；25家基层立法联系点全年围绕

常委会立法监督项目和基层依法治理组织

活动2200余场，对本市法规提出建议3103

条，其中354条被采纳。

“我相信全过程人民民主会越来越好，

水平越来越高。”诺扬 ·罗拿笑道，“虽然我参

加不了全国两

会，但可以期待

上海的代表将

上海人民的希

望和要求带到

北京，期待他们

将中央的温暖

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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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担保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诺扬 ·罗拿：

相信全过程人民民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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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中国是农业
生产大国，也是种子需求大国，但
还不是种子产业强国。
如果说，高科技发展依靠芯

片，那么，农业发展一定是依靠种
子。袁隆平院士曾经谈到：“关键
时候，一粒小小的种子能够绊倒
一个巨大的国家。种业的安全关
系到粮食的安全，也关系到国家
的安全。”
打好我国种业“翻身仗”，首

先要着力保护我国的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尤其是优质种质资源
是育种研发的重要基础，保持种
质资源优势又是提高种子产业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为此，建
议国家加大对优势种质资源的保
护力度，防止种质资源的消失和
流失；加大力度保护已经育成的
新品种，保证种业市场的良性竞
争，对侵犯新品种权的行为加大
惩罚力度，让违法者不敢再犯。
同时，“关键种子”基因库，要

建立健全。从国家战略层面出
发，对我国种业发展的现状和问
题做出必要的、客观的、精准的评
估，完善我国种子产业发展规划，
尤其要建立健全好关键种子基因
库。同时，建议编制和完善好我
国本土重点保护种业品种的发展
规划，突出重点品种，抓住关键环
节，完善体制机制，建立类似粮食
育种基地的本土品种保护区。
“关键种子”的难关，也要攻

克。根据我国农业的整体发展趋
势，对一些过度依赖进口的品种
尤其是一些“卡脖子”的农业、畜
牧业、渔业品种，建议国家设立重
大种子专项，引进专业人才，实现
有计划、有步骤地予以重点突破，
加速我国种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的进程。同时，积极创造条件，在
不断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种
子的基础上，逐渐把握一些重要
种子的市场话语权和定价权。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本报记者 陈正宝 摄

昨天的朋友圈里，看到有人转发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关于防治

青少年近视的采访问答，不由得一愣：倪委员

不是没有赴京参会吗？

留言问发圈的同行，回答是“确实没去，

但不影响提交提案和在线交流”。原来如

此！疑惑解开，对全国政协委员参政履职的

热情更加感佩。

据了解，3月3日上午，在沪全国政协委

员登机赴京参会前一刻，倪闽景委员在委员

微信群里发了一则消息：“各位亲爱的委员，

因为疫情原因，我所在的小区被封控管理

14 天。无法和大家一起赴京参加全国两

会。我争取在家努力‘参会’，学习大家的真

知灼见。预祝大会成功圆满！十分想念大

家……”

不能进京参会，确实遗憾，但倪闽景并没

有放下履职的责任。居家隔离，反而让他有

更多时间打磨手头的提案。他今年准备了8

份提案。“虽然人不能去，线上依然可以提

交。”这8份提案，不少来自他作为教育界人

士的思考。比如关注加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力量，转变大学生就业工作思路，比如建议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设立终身教育大类，还

有建议把青少年近视率纳入基础教育质量发

展的核心指标等等。除此之外，他对延迟退

休政策背景下如何积极完善老龄化法规也十

分关注。

倪闽景也表示，他会准时收看全国两

会直播，认真聆听大会。也很愿意远程接

受记者采访，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履职体会

与思考。

这次两会，因疫情缺席的委员有不少。

昨天，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

院长朱同玉拍摄的现场视频中就提到，5位

医药卫生界委员因参与香港抗疫而未能参

会，与会政协委员共同为他们加油助威。

这些动人细节，都让人对委员身份有了

更深认识。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种担

当：既能扛起政治责任，建言献策；也能凭借

专业能力，实干兴邦。这也是我国政治协商

制度的优越性之所在。

今天中午，刚刚在人民大会

堂聆听了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意

犹未尽的吴凡、王均金、章义和

（从右至左）3位全国政协委员，

在驻地友谊宾馆友谊宫的台阶

上，边走边聊，畅谈体会，表达

“一起向未来”的决心。的确，过

去的一年我国发展又取得重大

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

亿元，增长8.1%，令人鼓舞。

全国政协委员 吕红兵 摄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文

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