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法律咨询， 探

索民众意见直通最高立

法机关

吴新慧是一名律师， 她还有一个身

份是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立法信息

员。

201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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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 她成为了联

系点“专家人才库” 首批成员， 参与立

法联系点具体工作。

2015 年 9 月， 虹桥街道立法联系

点向社会民众征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草案 ）》 的意见建议，

这是立法点第一部征集基层民意的法律

草案。 吴新慧先后参加了 4 场意见征询

会， 讨论交流中， 她发现草案中存在一

个“盲区”， 即未将老年人纳入被保护

的范围。

“当时我正在办理一个 90 多岁瘫

痪老人受亲生女儿虐待的案例， 我结合

办案体会， 提出‘老年人应纳入被保护

范围， 建议增加保护老人不受家暴’ 的

条文。” 最终反家暴法正式颁布时， 这

条建议被采纳列入法条。

2016 年民法总则编的征询意见期

间， 吴新慧在一次公益法律咨询活动中

接待了两位结伴而来的老婆婆， 她们

说， 自己年纪大了， 身患多种疾病， 虽

然各自都有几个子女， 但其中有关心照

顾自己的， 也有对自己长期不闻不问

的。 她们担心， 万一自己丧失行为能

力， 如果不孝顺的子女成了监护人， 那

自己往后的日子就会很艰难。 两位老人

询问， 能否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 按

自己的意愿来确定监护人。

吴新慧据此提出了关于监护权确定

的立法建议， 由基层立法联系点向全国

人大做了呈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 颁布时， 有关意定监护的法条赫然

在目。

“通过这些例子，我感觉立法工作不

再高高在上，最基层的社区群众，可以把

他们的想法和感触， 通过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立法联系点直达国家最高立法

机关。”吴新慧自豪地说，“老百姓也能参

与立法，传递我们自己的声音。”

1 件代表建议与 106

部电梯

市人大城建环保委的刘榴拿出了一

张照片， 是有关延安西路凯旋路人行天

桥上加装的电梯。 去年 12 月， 这座天

桥上的 4 座电梯全部加装完成并投入使

用。

和延安西路凯旋路人行天桥一样，

去年全市 38 座既有人行天桥完成了

106 部电梯的加装， 而这件事， 则起源

于一件代表建议。 2021 年， 市人大代

表林荫茂提出了《关于开展对全市人行

天桥适老性改造的建议》， 常委会领导

要求城建环保委推动解决。 调研发现，

原本为行人过街提供便利的天桥， 因为

没有电梯， 反而成为了老年人、 残障人

士的“障碍”， 人民群众对于天桥加装

电梯的呼声非常强烈。

然而， 天桥加梯， 看似简单， 难度

系数却超乎想象。 第一， 情况摸清难。

在代表建议提出以前， 相关政府部门对

天桥加装电梯的具体数量需求一无所

知。 全市 131 座没有电梯的天桥， 哪些

需要加？ 哪些不需要加？ 哪些能加， 哪

些不能加？ 第二， 资金配套难。 加装 1

部电梯约需经费 1000 万元， 在政府年

度预算已定的情况下， 加梯的钱从哪里

来？ 第三， 工程建造难。 天桥加梯是一

件新事物， 没有相应的技术规范。 很多

天桥建造年代比较久远， 加梯涉及到拓

展周围空间、 地下管线搬迁， 怎么解

决？

面对这一个个“拦路虎”， 在常委

会领导的关心指导下， 市人大城建环保

委全力推动， 与市交通委、 市道运局、

市残联、 市财政等 6 家部门携手攻坚：

先“摸底数”， 通过排摸确定了为 500

米内有交通枢纽、 医院、 学校、 大型居

住区等建筑， 且 100 米内无地面过街通

道的 38 座天桥加装电梯； 再“敲资

金”， 通过与财政部门和市残联反复协

商， 明确天桥加装电梯属于无障碍化设

施， 市管天桥由市级残保金承担， 区管

天桥由区级残保金补贴 30%， 其他由区

财政承担， 由此解决了 10 亿元的资金

难题； 再“定标准”， 市交通委等部门

“边试点、 边摸索”， 牵头编制完成了

《道路人行天桥加装电梯技术导则》， 这

也是全国首份针对天桥加装电梯的行业

指导文件， 为加梯提供了现实的技术支

撑； 最后优化审批流程， 明确天桥加装

电梯享受城市更新项目的各类支持政

策。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天桥加装电

梯实现了当年立项、 当年拨款、 当年设

计、 当年开工， 并被纳入了次年全市的

为民办实事项目。

“于我而言， 它不仅仅是一部升降

电梯， 更是我们人大充分发挥代表作

用、 聚焦人民所思所盼所愿、 积极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连心之梯’。” 刘榴

说。

以法之名， 守护孩

子茁壮成长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蒲公英未检团队

的检察官徐丽春讲起了一个“小红豆”

的故事。

女孩“小红豆” 从出生起就被遗弃

在儿童医院整整两年， 狠心的母亲一走

了之， 吸毒成瘾的父亲拒绝抚养、 不告

而别。 在小红豆有限的认知中， 白色的

病房、 长长的走廊、 药水的味道， 就是

她的家。

在得知这个情况后， 检察机关依法

履行检察职责， 以遗弃罪追究小红豆父

母的刑事责任。 同时， 检察官还协调安

排了一家养老院给与小红豆临时生活照

料， 联合团委青少年社工开展全面、 细

致的监护资格调查评估， 最后依法支持

民政部门向法院提起撤销监护权的诉

讼， 落实儿童福利院为小红豆的监护

人。 去年初， 小红豆通过领养程序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新家。

然而小红豆的遭遇并非个案， 在

徐丽春的工作中还曾遇到许多被家庭

伤害的孩子。 于是， 她和同事们思考：

在本市的法律规定中， 能不能有一项

机制， 可以让监护缺失的孩子得到及

时而妥善的安置？ 有没有一种措施，

可以督促“甩手家长” 依法带娃， 让小

红豆的故事不再重演？ 有没有一种手

段， 可以在孩子的监护、 抚养等民事权

益受到侵犯时， 用法律的武器支持他们

维权？

在本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与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的修订过程

中， 市人大领导多次带队至上海市检察

院、 团市委等开展调研。 徐丽春和同事

们积极提出多项立法建议， 比如完善为

未成年人维权提供诉讼帮助的检察“支

持起诉” 制度； 吸纳检察机关对失职的

家长进行训诫教育， 联动青少年社工等

专业力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等， 为开展

督促监护工作提供法律支持； 固化与民

政部门、 共青团组织等构建的困境儿童

“协同保护” 机制， 以法之力筑牢未成

年人保护的“同心圆”。

这些声音获得了市人大的高度重视

和大力支持， 最终《未保条例》 明晰了

检察机关通过协助调查取证、 提交书面

意见、 出庭发表意见等方式， 进一步细

化检察支持起诉的履职形式； 首创“特

别保护” 专章， 细化规定了困境儿童临

时监护的专门场所、 长期监护的责任主

体， 以及撤销监护的具体流程， 终结了

困境儿童的“悬空人生”。 而 《预防条

例》 则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对失职

家长制发督促监护令等形式， 责令他们

履行法定义务； 依托团委搭建社会支持

体系， 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 教育矫治

等提供专业力量。

“在国家法律和本市两 《条例》 的

支持下， 我们的工作有了底气， 更有了

不断探索的勇气。” 徐春丽的团队在办

理另一起遗弃案件时， 创设了“监护资

格考察” 制度， 给有悔改意愿、 亲情尚

可维系的家庭一次“破镜重圆” 的机

会。

据了解， 上海检察机关持续加大未

成年人保护力度， 办理撤销监护资格、

追索抚养费等支持起诉案件 99 件， 向

千余名失职家长制发 《督促监护令》，

为更多的“小红豆” 们送去国家监护的

温暖， 充分彰显了本市《未成年人保护

条例》 良法善治效能。

□记者 陈颖婷

法律咨询中的涉老问题如

何成为法条惠及所有老人？ 上

海 106 部天桥电梯加装背后

又有哪些法治故事？ 如何让

“甩手家长” 依法带娃， 司法

系统怎样参与立法？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

的民主。” 2019 年 11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首次提出“全过程人民民

主” 重大理念。 值此重大理念

提出四周年之际， 市人大常委

会研究室、 长宁区人大常委

会、 上海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

研习实践基地联合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 共同开展名为“走进

人大， 感知民主” ———打造全

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分享

汇的系列宣讲展示活动， 一批

基层法治故事闪耀着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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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百姓的声音”听得到用得上
基层法治故事里看上海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实践地

  徐丽春在宣讲活动中讲起了“小红

豆” 的故事

  吴新慧在宣讲活动中分享她参与

《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意见征询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