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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护航民生事 全程保驾暖民心
———长宁区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人大代表全过程监督

为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不断提高人民

群众在区为民办实事项目中的感受度、 参与度和满意度，

2023 年底， 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出台 《关于长宁区为民办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实施办法 （试行）》， 明确了为民

办实事项目从征集和协商、 到审议和票决、 再到监督和评

议三个阶段六个环节的具体内容。 在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和

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提出为民办实事建议项目和

候选项目。 2024 年 1 月， 在长宁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 全体人大代表首次对 19 项为民办实事候选项目进行

无记名投票， 差额产生 17 项 2024 年区为民办实事项目。

在投出庄严一票后， 如何更好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

大理念、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在实事项目推进中

确保人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是做好票

决制“下半篇” 文章的关键。 为此， 常委会出台 《2024 年

度区为民办实事项目专项监督工作方案》， 成立了由 82 名

代表自愿报名组成的 8 个专项监督小组 （以下简称“监督

小组”）， 人大各专工委副主任及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参与

组织、 联络、 支持和保障， 通过全程跟进、 定期沟通、 实

地调研、 综合评议， 对 17 个项目从立项到实施、 从推进

情况到群众反映， 全过程、 全方位进行监督。

各监督小组一头连着群众， 一头连

着政府， 大家集思广益、 创造性地依法

开展监督工作。 有的小组成员根据意愿

和专业， 进行内部分工， 成立信息联络

组、 意见建议组、 视察测评组、 宣传组

等。 有的小组针对项目精心设计了调查

问卷， 邀请居民、 居委会及代建单位、

施工单位、 物业公司无记名填写问卷，

获得更真实的调研数据。 有的小组主动

与项目牵头承办部门进行对接， 听取汇

报， 询问进度、 资金安排以及项目的重

点、 难点等。 有的冒着 38℃以上的高

温酷暑， 一个个项目点位“巡查”。 有

的主动到居民家中听取对项目的满意

度。 有的直接前往“问题点位”， 听取

居民真实声音， 获取第一手资料， 推动

问题的解决。 代表们直呼： “以前都是

开会听听报告、 视察看看成果， 没想到

我们还可以这样全过程履职监督。”

截至 8 月底， 各监督小组召开座谈

会 25 次，参加居民 90 余人，走访检查点

位 37 处，收集群众反映问题 70 余件，代

表提出建议 50 余条。 全区 17 个项目共

计 38 项任务在代表们的全过程监督下，

总体完成进度达到三分之二， 部分项目

超额完成，取得非常好的监督效果。

长宁区是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中心城

区， 截至 2023 年底， 60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 23.37 万人， 占全区户籍总人口的

40.7%。 第三监督小组全程监督“为老

助残服务” 类中的 7 项任务， “新增 5

家老年人助餐点” 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老年人来说， 如何解决好一日

三餐是个大问题， 特别是高温酷暑、 天

寒地冻的季节， 老年人更是感到力不从

心。 目前长宁区有 79 个老年人助餐点，

但是无论是数量， 还是便捷度， 都还满

足不了居民的需求。 监督小组成员对此

高度重视， 冒着高温实地检查了所有新

建成的老年人助餐点， 看完代表们放心

了， 纷纷表示政府确实是动了脑筋， 用

好了政府补贴， 为老人提供了物美价廉

的就餐服务。

新泾镇平塘路新建的社区长者食

堂， 三位厨师都是上海本帮菜私房菜的

传承人， 他们不用预制菜， 所有菜品均

采用本帮菜传统方式烹饪， 不但味道

好， 菜品还多， 每天正餐提供 30 多种

菜品。 代表们走进后厨， 仔细查看食

材、 调味品的品质； 走进大厅， 询问正

在就餐老人的评价意见。 居民一致点头

称赞： 态度好、 管理好， 菜品色香味俱

全。 过了一周， 监督小组两位组长又前

往暗访， 作为顾客点菜品尝， 再次体验

饭菜味道及食堂运营情况， 现场看到许

多老人在吃完饭后又打包了点心、 饭菜

带回去， 说明菜品受到了居民的认可。

实地调研这 5 家新增老年人助餐

点， 代表们也收集到一些问题， 第一

时间反馈给政府有关部门， 比如， 希

望助餐点能增加查询敬老卡余额的功

能， 做到账目心里有数； 全区每个社

区食堂折扣优惠存在差异， 能否尽量

统一， 从而让老人们可以不考虑价格

就近就餐。 代表们也强烈呼吁， 希望

更多一点像平塘路上这家有特色的社区

食堂， 鼓励社区食堂有上海老字号的烟

火气和传承性。

第二监督小组领受的监督任务是

“完成 30 处以上老旧小区安全隐患树木

修剪”。 第一次分小组会上， 10 位代表

面对陌生的监督领域， 在各职能部门和

街镇同志介绍的基础上， 发出一连串的

问题， 希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学习， 详细

了解掌握项目概况， 从而据此确定监督

重点， 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 代表们认

真学习了诸如 《长宁区 30 个老旧小区

修剪安全隐患树木点位情况清单》 等数

据资料， 并邀请绿化领域专业人员在工

作群内科普树木修剪相关知识。 监督组

的一位律师还找来一系列案例供大家学

习， 从法律的角度厘清了“扰民大树”

的定义以及“跨界大树的修剪责任” 等

问题的解决途径。 代表们笑言， 通过学

习“简直成了半个专家”， 提出意见建

议时有了更多的底气， 为监督组顺利完

成这项点多面广的艰巨任务提供了坚强

保障。

截至 8 月中旬， 各街镇已按需完成

老旧小区安全隐患树木修剪 88 处， 完

成修剪 382 棵， 完成率 293%。 代表们

对这样的监督成果表示非常满意。

按照监督方案， 前、 中、 后期均会

组织开展人大代表集中监督。 7 月前

后， 各监督小组对本组项目进展、 成效

和老百姓满意度陆续开展了中期评估。

8 月底， 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区为民办实

事项目推进情况的报告， 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列席的监督小组代表对区政府报告

进行了审议发言。 根据计划， 10 月份

将开展为民办实事项目“代表监督月”

活动， 组织开展代表集中视察、 满意度

测评等工作。 年底， 常委会还将安排听

取和审议当年度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完成

情况及下一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项

目征集情况的报告， 为来年新一轮为民

办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长宁区通过人大代表全过程监督和

评议， 保证区为民办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闭环，切实把“百姓盼的”与“政府

干的”有机融合，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立场真实地、具体地落实到了一件件“看

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民生实事项目

中去，更加广泛、更多层次地满足人民群

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真正做到让人民群

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作主、让人民群众受

益、让人民群众满意。

“作为人大代表，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履职监督！”

“民生实事项目做成这样，我们真的放心！”

“为民办实事全过程监督： 做到项目来自群众，

主题突出民生，过程体现民主，结果赢得民心”

“监督的过程也是提高履职能力的过程，这样的
监督我们愿意身体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