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www.xinminweekly.com.cn

当天，盛弘也在现场。她清楚记得，总书记微笑着主动与

她握手，并点头示意。“总书记说，大家立足社区实际，认真

扎实开展工作，做了很多接地气、聚民智的有益探索；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好、巩固好、发展

好，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

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盛弘回忆道，总书记在参

观完后说了这样一番话。

多年来，盛弘始终在点滴“小事”中服务居民，在社区公

共议题中引导“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佳基层实践地”

盛弘工作的荣华居民区，是全国首家涉外居民区。这里居

住着来自 5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万户 3.2 万位中外居民，人称“小

小联合国”。

多元文化交融下，如何吸引中外居民共同参与社区事务？

2013 年 9 月，一个集事务受理、生活服务、文化交流、社区共

治等服务功能为一体公共服务载体——古北市民中心应运而生。

盛弘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之后他们又搭建了古北市民

议事厅平台，组成了“小区议事员——片区议事员——核心议

事员”的三级议事团，“我们还组建了覆盖老中青外的‘妇女

议事会’等”。

中外居民都能在议事厅各抒己见，探讨基层治理、民主议题，

最终达成共识。比如，围绕文明养宠、高空抛物、小区停车等

社区治理难题，中外居民开展过多次民主协商。

在古北市民中心，记者在展厅内看到这样一幅漫画——一

道绚丽的彩虹挂在空中，一头连着虹桥街道，一头连着全国人大，

一只白鸽把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带到了最高的立法机关。

2015 年 7 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在全国设立的首批 4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让普通百

姓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国家立法之中。2016 年，古北市民中心又

成为了首批 10 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凝聚

了来自民间的智慧和力量。

2019 年，习总书记的到来更是让上海成为了“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首提地。

有了这部“立法直通车”，居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立

法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作为全国的立法联系点，盛弘带着居民听的第一部法律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我记得当时参加意见征

询会的有一位女性律师当时正在办理一个案件，是一位 90 岁瘫

痪老人长期被照顾她的小女儿殴打，老人只能趁其他子女看望

时进行求助。”盛弘说，这名律师便提出《反家庭暴力法》的

草案当中虽然已经包含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但家庭的范围

也应该包括老人，“她提出的这条建议，想不到被采纳了，大

家都觉得非常兴奋”。

而让盛弘印象深刻的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的意见征询。“它不但有国家立法，上海市也有地方立法。

我们召开了十多场线上线下的征询会，不仅邀请了女律师协会，

还通过上海市妇联的上海市法规政策性别平等咨询评估委员会

信息采集点，先后听取了四轮意见。”盛弘表示，最终共上报

了 182 条建议，被研究吸纳 22 条。

据了解，古北市民中心立法联系点的参与者，有法官、律

师等专业人士，也有普通居民。盛弘说，老外里也有不少活跃

分子，比如来自菲律宾的王煊熔热心公益，为“慈善法”提了

不少真知灼见；丹麦人李曦萌在中国创业 30 年，特别关注公司

法修订……

通过多年来扎实深入的工作，盛弘得到了外籍居民的认可，

从他们口中的“Wendy”成了“盛书记”。

如果说，基层立法联系点，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

立法在民间建立的扎实、庞大的立法“智囊库”，让立法不断

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在盛弘看来，古北的

“小小联合国”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向世界展现了法治中国、

盛弘在2023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现场。摄影 /沈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