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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

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

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

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

益保障通道”。松江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区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挂牌成立两

年多来，适应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新时代转型

发展需求的新实践、新探索，鼓励和引导群

众建言献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实践高效能治理注入强劲动能。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以

高质量的人民建议征集推动“科创、人文、生

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指引下，松江区深入推

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松江新城、松江枢

纽“三张王牌”建设，打造人民向往的现代化

新松江。依托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国家战

略重要平台，松江发展动能实现结构性切

换，地方经济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着眼

长三角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定位，松江新

城建设聚焦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新时代松江人民

建议征集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以开放、包容、自

信、真诚的态度，让建议征集工作更具亲和

力、公信力和吸引力。

我们聚焦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让

人民建议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

带。推进城市治理“两张网”建设，在“人民

建议征集信箱”、12345等征集平台基础上，

将征集触角延伸到街镇和村居，建立深入百

姓生活、融入基层治理、展现地区特色、走进

决策视野的建议征集网络。建议征集工作

走进科研院所、大学院校、企业楼宇和阡陌

田间，征集对象向专家学者、教师学生、政企

高管和乡贤能人等群体扩展，征集内容向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延伸，进一步

激发了蕴藏在民间的智慧能量。

我们着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常态长效，

把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将人民

建议征集与深化“人民满意窗口”标准化创

建、打造信访工作“家门口”服务体系、基层

党建有机结合，对群众提出的具有普遍性、

政策性、倾向性的建议事项，以沟通协调打

破部门和区域壁垒，形成从征集到落地的转

化闭环。用好海量社情民意大数据，用信息

技术为建议征集工作赋能，提升发现问题、

捕捉需求、订制征集、开放共享等能力。

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是城市建设发展的

“智慧泉”，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助推器”。

我们将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迈上新台阶，坚持听民意、

汇民智、聚民心，为人民向往的“科创、人

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设提供更加强大

的动力！

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

近年来，松江区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创

新方式方法，提升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能级，

有效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充分发挥民智民

慧，服务发展大局。

注重大小兼顾
既关注城市发展大问题，又重视群众身

边小事情。在大事上问计于民，在小情上问

需于民。围绕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松江新

城和松江枢纽“三张王牌”建设等中心工作，

主动发布征集议题，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

与此同时，收集、分析、处理与群众切身利益

息息相关的小建议，更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今年来，先后有18个街

镇、15个职能部门结合辖区实际和自身职

能，通过多种媒体发布各类主题建议征集公

告33项，征集到相关人民建议1200余条，充

分激发了群众建言热情。

突出点面结合
既关注“点”上特性问题，又兼顾“面”上

共性问题。人民建议面广量大，有的具有特

殊性，有的带有普遍性。针对特性问题，强

调追踪问效、形成闭环。针对基层治理创

新、大居建设管理、重大市政项目等热门话

题加强建议的梳理和研究，通过分析其中的

规律特点和趋势走向，形成合理化工作建

议，促进政策举措不断优化，推动共性问题

批量解决、历史问题长效解决、风险隐患早

期解决。

坚持效果导向
优化建议办理机制和流程、强化研究评

估、互动反馈，让人民建议件件有反馈、事

事有回音，让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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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102条高质量人民

建议分别得到政府、职能部门和属地街镇

采纳。其中，关于用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政策助企纾困等十余条建议，得到相关职

能部门积极采纳，推动政策措施完善；关于

利用社区底层架空层打造睦邻驿站、众筹

共享健身房等建议在部分街镇生根发芽，

助力社区和谐建设。

强调深入基层
构建更加顺畅的沟通参与渠道，充分依

托各类成熟的基层党建项目，如中山街道

“幸福里”、小昆山镇“板凳课堂”等，将人民

建议征集渠道进一步推进到群众“家门

口”。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农民等群体，坚

持当面交流、座谈访问等传统方法。对于白

领、青少年、高校大学生等群体，积极拓展微

博、微信、短视频及vlog等更具活力的载体

加强宣传和征集，以适应和满足不同人群的

建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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