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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和我”变成“我们”
陈承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

研究室副主任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全面完整准确

的诠释。人民建议征集以智慧化的方式，激发出人民群众参与的

力量，鼓励把诉求和意见以建议的方式表达出来。把“你和我”变

成“我们”，诉求和意见便增添了一份思考，也有了更高的站位和

更多的建设性。未来应继续思考引导更多的治理主体、采取更

多形式，让人民群众走进城市治理过程，汇聚起中国式现代化

城市建设的朝气、大气、底气。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厚植于“2400万+”智慧和力量

的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办公室，迎来了成

立三周年的新起点。在理念创新、机制

创新驱动下的人民建议征集工作，探索

形成“征集网络全覆盖，征集范围全方

位，征集过程全链条”的“上海样本”，为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创

新活力。越来越多来自人民群众的好

声音汇聚成金点子、转化为好措施，提

升了“城市温度”，述说着“民主细节”，

更彰显着“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

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和“开放、创

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征集网络全覆盖，让每一个声音被

听见。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要看得见“民之所

忧”，读得懂“民之所盼”，在广开言路中

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近年来，上海畅

通“指尖上”参与，嵌入“家门口”体系 ，

“1+16+215+6400+X”线上线下的人民建

议征集网络加速铺陈。全市各级征集

部门既主动搭建征民情、集民智的平台

渠道，又努力在多元社会治理机制中听

民声、汇民意。未来，我们还要不断创

新、大胆实践，把更多蕴藏在人民群众

中的智慧经验汇集起来，在“大城之治”

中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善治之道”。

征集范围全方位，让每一份力量被

凝聚。民意民智是送上门的信息资源、

送上门的专家咨询，可以发现真问题、听

到真需求。近年来，我们畅通人民建议

征集“直通车”，形成梳理研判、转办摘

报、调研论证、协调督办、沟通反馈、落实

转化、表彰奖励的办理“七步法”。我们

加速从“被动听”向“主动问”转变，探索

把“你找我”变“我找你”，推动人民建议

征集成为做决策、推工作的“重要前置

项”。未来，我们还要完善机制、丰富方

式，更好实现民之所盼和公共服务、民之

所需和政策供给的“精准对接”。

征集过程全链条，让每一张笑脸都

绽放。人民建议为人民。人民建议征集

工作，征是基础，用是关键。近年来，我

们牢牢把住转化落实这根生命线，推动

采纳好建议到形成好措施，在真问题上

下真功，于细微之处见真情。我们主动

跨前、整体推进，从人民建议入手，大力

推动“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未

来，我们还将办好更多惠民生、暖民心、

顺民意的实事，让博采众长、从善如流成

为新风尚，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进程中，让群众

切实感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民声无界，众智成城。站在新起点

上，上海人民建议征集将继续做好群众

身边的倾听者、广集众智的推动者、价值

共创的实践者，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打造更丰富、更有

生命力的人民建议征集“上海样本”。

徐
程

摄

点燃全过程
人民民主“红色引擎”

吴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基层党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作为全国最早开展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的城市之一，上海人

民建议征集的生动样本，充分体现了各级各部门始终站在践行

初心使命、坚持宝贵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高度，牢固树立

群众观念，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把人民建议征集作为人人有序

参与治理的重要渠道，有效转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效能，

为城市建设发展汇聚共商共建共治的磅礴力量。

专家观点

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
民主内涵

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人民建议征集是一种典型的参与式民主，充分体现了其与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关联性。人民建议征集就是一封来自

民主的邀请函，让广大市民可以用最便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

声，为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建言献计，实现群众工作从“被动”

到“主动”再到“互动”的跨越。为推动人民建议转化为公共政

策，上海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办法，细化了办理七大

环节，让一条建议推动一项政策、完善一项工作成为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