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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7月17日，作为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实际举措，上
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应运而
生了。伴随着人人参与的生动实
践，创新发展的铿锵足音，上海市
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走过了步履

坚实、赤忱前行的两年，建议征集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建议渠道有
力拓宽，群众建言更加踊跃，品牌
力影响力不断提升，共收到市民
意见建议超过16万条，占信访总
量36.6%，报送市领导重要建议
采纳率达到98.5%。

积极 主动 认真听
上海人民建议征集两年来步履坚实

积极听 体制机制更完善
2021年7月1日，全国首部省级人大为

人民建议征集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人

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为人民建议征集工

作插上了法治的翅膀，提供了更精准有力的

专项法治保障。《若干规定》施行一年来，市

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大力组织推动，

各级国家机关切实履行主体职责，以法治的

方式保障市民群众对城市发展和治理的知

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法治的

引领下，“1+16+215+6100+X”的建议征集网

络不断完善，市、区两级人民建议征集信箱

以矩阵方式入驻“随申办”，各区政府门户网

站、政务公众号纷纷设置建议征集专区，全

市社区事务受理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青年

中心等公共服务场所布设500多个建议征集

红色邮筒，配备纸质征集单和征集信箱二维

码，主动收集、及时聆听群众声音，让建议征

集“直通车”深入百姓生活、融入基层治理、

直达决策案头。老百姓既可以通过纸上、网

上、掌上等参与征集，也可以在家门口、面对

面地建言献策。

普陀区依托31个“邻 ·聚里”网格化综合

管理服务片区建立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站，以

人民建议征集打通服务社区基层、助力地区

发展的“最后一公里”。小区门口“一键叫

车”智慧屏，为老年人开辟数字化进程“慢车

道”；片区阿姨的一条建议推动社区“幸福饭

堂”开到了家门口；苏州河两岸步道在听取

周边居民建议后逐步完善，让人流连。

团市委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倾听“未来的

声音”，启用“青春上海”微信公众号人民建

议窗口，增设市学联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委

员会，在渔阳里和青年中心设置人民建议

征集“青声邮筒”，引导鼓励青少年关注城

市建设、参与社会治理。提高来沪青年公

共服务信息获取便捷度，在衡复历史文化

风貌区更新升级老建筑二维码实现“建筑

可阅读”，构建多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的示范

平台，一条条来自青年的建议通过青春专

属“民意直通车”，让青春“大流量”转化成

城市治理“大能量”。

主动征 开门问计更经常
人民建议征集模式进一步从“被动集”向

“主动征”转变，越来越多的职能部门在做政策、

推项目前通过人民建议征集的平台主动倾听民

声、真诚吸纳民智，使公共决策更符合群众期待、

贴近群众生活、契合群众需要。设置议题专项

征、部门联合一起征、问卷调研云上征、邀请群众

座谈征等方式蓬勃兴起、蔚然成风，“大家谈”“听

你说”“献一计”等成为征集令中的热力词。“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人民建议征集机

制融入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不少街道、社区强化

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工作理念，

围绕“美丽家园”建设、社区“微更新”、社区“新基

建”等民心工程和实事项目，积极开展人民建议

征集，把群众的好想法、好建议研究转化为好办

法、好举措，及时有效回应关切。

市交通委、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

人民建议征集办联合开展“道路栏杆请

您绘 美丽城市共行动”主题征集，邀请

市民群众画出心中的城市道路分隔栏

杆。征集公告发出后，得到了积极响应，

收到来自专业人士、在校学生、普通市民

等各方设计方案100余条，把对美好家园

的热爱和对未来城市建设的参与，融入

手中的画笔和无限的创意。职能部门不

仅邀请市民群众与专家一起在街头走访

听取意见，还参与座谈交流、参与评审，

畅想全市700多公里的城市道路分隔栏

如何展现上海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

文化。这些由市民“定制”的道路分隔栏

杆，经过专业深化设计，将在今年亮相上

海城市街头。

杨浦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围绕老旧

小区“美丽家园”改建项目，会同区房

管局、长白街道组织开展专项人民建

议征集活动，听取家园主人建议，丰富

“美丽家园”的改造方案，让社区改造

更符合居民期待，更契合居民需求。

长桌的一侧是居民，另一侧是职能部

门居委干部。居民凭借着对社区生活

的关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

了“架空落地线”“为加装电梯留出空

间”“对木制楼梯进行人性化改造”等

一系列建议，职能部门一一记录，找到

共性问题，探讨建议可行性。居委干

部说道：只有长久住在这里的人才能

提出这么关乎细节的问题，为群众办

实事还是要到第一线听取居民最真

实的声音。

认真办 城市治理更精细
市人民建议征集办成立以来，建议领

域丰富多样，建议群体更趋多元，既有事关

改革发展的“大视角”，也有反映衣食住行

的“小切口”。无论大小，都体现着人民群众

对城市发展的关切和热情。有建议在社区

增设儿童友好空间的小学生，有希望建立上

海“老专家智库”的古稀老人，有关心上海

“四大品牌”建设的土生土长上海人，有希望

在工地设立卫生服务站的外来务工者，也有

提出完善外资银行代表处行政服务的外籍

人士。越来越多市民群众从关心个人利益

到关注公共利益，在参与的过程中展现主

人翁精神。各级部门坚持慧从民来、惠及

民生，优化建议办理机制和流程，强化互动

反馈，认真评估群众意见建议的可行性，让

更多市民群众的“金点子”转化为破解

难题、推动发展的“金钥匙”，结出便民

利民惠民的“金果子”。把“人民城市

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一个个人

民建议征集、转化的过程中，融入进

去、体现出来。

为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

建设，市规资局通过“线上征+线下谈”

开展征集活动，邀请市民围绕塑造社区

空间品质、打造便利共享的公共服务设

施、传承社区人文特色等提出自己的真

知灼见。受社区孩子们喜爱的抚顺路青

蛙造型滑梯源于四平社区居民想在市井

烟火气中寻找创意和幸福的建议；新华

路街道“一街一品”落地百年历史“外国

弄堂”，陈阿姨感慨住了十几

年的社区里更多了“有温度”的人情味；

惠南镇海沈村在乡村规划师和村民的共

同商议下进行改造，村民不禁感叹“以前

生活在城镇，大家往镇上跑；现在生活在

乡村，大家往乡里跑。”人人建议，共商需

求；人人参与，共享成果。

市国资委围绕上海科创中心战略

建设，组织开展“我为上海国资国企创新

发展献一计”征集活动，向各企业集团征

集创新发展的合理化建议和成效案例。

上海环境固处公司医废收运团队承担了

全市6000多家医疗机构的医废收运处

置工作，疫情期间探索出“1+N+X”医废

收运最后一公里创新管理新模式，有效

解决了小型医疗机构医废收运难、停车

难等问题。市国资委将建议吸纳并推

广，将助力实现医废处理的最后一公里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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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茁壮成

长，让年轻人成就梦想，让老年人乐享生

命，让人们畅享健康生活”，为城市发展

擘画了蓝图，也为人民建议征集指明了

方向。未来，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将认真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深入贯彻落

实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把市委“五个人人”、提升城市软实力

的建设目标贯穿始终，让倾听民意更“接

地气”，广纳民智更“聚人气”，人人参与

更“冒热气”，吸引和带动更多人民群众

为城市发展建言献策、

出谋出力，全力推动新时代人民建议征

集工作新发展，用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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