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态化渠道是立法联系工

作开展的重要阵地。 目前， 全

区各街镇已设立面向社会公众

的线上、 线下常态化参与立法

渠道 110 个。 线上包括“今日

闵行” 公众号、 区人大网站、

随申办 APP 七宝旗舰店、 各

街镇 （工业区） 人大公众号、

“码上约代表” 二维码、 专家

顾问及信息采集员微信群、 微

博、 抖音号、 微信小程序等渠

道， 线下包括社区海报、 公告

栏等渠道。 区人大立法征询网

络平台和专属二维码也已上

线。 2024 年， 全区共参与 16

部法规的立法征询， 通过常态

化渠道向公众征求意见 668

次， 参与人数 10.8 万人次

（占参与总人数的 61%）， 收集

到立法建议 1287 条 （占立法

建议总数的 41%）。

“三中心” （即社区事务

中心、 文体中心、 卫生中心）

是人流量较大的基层社区服务

机构， 也是拓展立法联系的重

要渠道。 2024 年， 区人大法

制委在 8 个街镇重点推进立法

联系“进三中心” 常态化设

点， 通过立牌、 大屏等方式在

“三中心” 发布征询公告、 法

规草案和说明， 扩大基层立法

联系工作社会影响力， 提高社

会公众对这项工作的知晓度，

丰富收集意见建议的渠道。

在推进立法联系工作中，

区人大法制委还注重“立普联

动” ———以立法带动普法、 以普

法促进立法， 将基层立法联系工

作与各类政务、 服务资源进行资

源整合、 功能融合， 将立法征询

渠道与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基层实践站、 村 （居） 党群服务

站、 街镇人大议事平台等融合建

设， 实现机制共通、 空间共享、

成果共用， 使基层立法联系工作

与基层社区治理有效结合。

“小智治事， 中智治人， 大智立法。”

基层立法联系工作一头连着立法机关， 一

头连着基层群众， 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生动缩影和鲜活载体。 近年来， 闵行人

大在市人大的指导下， 以打造“最鲜活的

载体、 最响亮的品牌” 为目标， 探索组织

化、 常态化、 便捷化 （简称“三化”） 机制

建设， 扎实推进基层立法联系工作提质增

效。

区人大法制委以“双向转

化” 机制破解群众参与立法的

瓶颈， 坚持探索创新， 与上海

社科院合作开展立法征询中的

“双向转化” 研究， 探索为基

层开展立法征询提供法规草案

通俗性说明、 法规解读， 以及

立法建议的整理转化， 实现

“法言法语” 与“群言群语”

的双向转化， 帮助群众更好理

解法律， 在普法解读的过程中

扩大公众参与。 2024 年， 上

海社科院专家共围绕 7 部法规

开展双向转化工作， 先后到街

镇、 工业区实地开展了 22 场

法规解读， 对基层上报的立法

建议进行了二次转化， 经转化

整理向市人大提交立法建议的

采纳率明显高于未转化项目。

探索“一镇一品” 差异化

路径使立法征询更具闵行特色

也是闵行人大的创新实践。 各

街镇工业区人大 （工委） 在充

分沟通的基础上， 确定了差异

化的发展思路， 在工作机制、

渠道建设、 参与对象等方面，

结合自身特点， 培育“一镇

（街道、 工业区） 一品” 工作

特色， “繁花计划” 初见成

效， 体现特色发展新格局。 比

如， 浦江镇人大体现涉农特

色， 重点做好面向农村地区、

农民群众的立法征询工作。 吴泾

镇人大以高等院校、 职业院校等

学校为重点， 提升青年学生、 专

业人士的立法参与度。 江川路街

道体现科创和智能制造特色， 征

询对象覆盖“大零号湾” 科创集

聚区、 闵开发园区等重点区域。

2023 年， 古美路街道开始参与

基层立法联系工作， 在扩大立法

联系覆盖面的同时聚焦特殊人

群， 启动了无障碍立法征询特色

项目———“心语行动”， 关注社区

听障人士“心声”， 让听障群体

也能参与到立法征询中。“心语行

动”以古美慈善综合关爱中心“美

善空间”为核心阵地，打造无声议

事厅。在这里，特殊人群及他们的

家人，专家、朋友、志愿者、人大代

表等共同营造了温馨、 关爱、平

等、参与、共享的法治氛围，基层

立法联系工作赋能基层治理的溢

出效应不断放大。

“三化” 机制是闵行人大推

进新时代基层立法联系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一把“金钥匙”。 下一

步， 闵行人大将继续发挥“三支

队伍” 作用， 将立法联系工作融

入基层治理， 问需于民、 问计于

民、 问政于民， 不断提升基层立

法工作质效， 使广大群众真正成

为最广参与者、 最大受益者、 最

终评判者。 (李欣芝)

推进基层立法民意征询网

络体系建设， 是人大健全吸纳

民意、 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的重

要抓手， 也是人大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 闵行立

法联系工作先后经历了创建起

步、 持续发展、 拓面提质三个

阶段， 数量上由少到多， 布局

上由点及面， 工作上由浅到

深。 从统筹设点布局来看， 闵

行区以七宝镇人大这一市级基

层立法联系点为主平台， 建立

覆盖全区 14 个街镇和工业区

的基层立法信息采集网络， 后

扩展至公、 检、 法、 司等政法

单位， 区工商联、 区消保委、

区融媒体中心共 20 个区级

“参与立法联系点”， 做到立法

联系街镇 （工业区） 全覆盖。

从延伸基层触角来看， 各街

镇、 工业区将立法联系终端末

梢进一步向基层延伸， 依托代

表家站点、 基层社会治理网

格、 企业服务平台等， 在机

关、 企事业单位、 村居、 园

区、 楼宇等设立了 415 个立法

信息采集站。 从坚持融合发展

来看， 积极推进基层立法联系

点与代表联络站室一体建设，

畅通“线上 + 线下” 渠道，

保障社会公众便捷反映立法意

见， 打通基层群众参与立法的

“最后一公里”。

2023 年 《上海市爱国卫

生与健康促进条例 （草案 ）》

征询期间， 颛桥镇第六届人大

代表孔强威提出： “条例 （草

案） 中的第七条‘倡导个人做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中建

议去掉‘倡导’， 个人后面增

加‘应当’， 这‘一减一加’

虽然只有 4 个字， 但对每个公

民应承担的卫生与健康责任表

述更为明确和直接。” 最终，

孔强威的建议被部分采纳。 孔

强威对于立法联系工作的参与

热情， 是闵行区各级人大代表

的一个缩影。 区人大法制委注

重完善“全过程” 群众参与机

制， 用好立法信息员、 人大代

表、 专家咨询库“三支队伍”，

推动基层立法联系工作大众

化、 多元化、 专业化。 此外，

法制委还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

院、 华师大法学院、 上海社科

院法学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充

分发挥高校智库的学科优势、

智力优势。

2024年， 闵行区各立法联

系点共参与16部法律法规的立

法征询（其中，国家法律1部，上

海市地方法规15部、 浦东新区

法规2部）， 参与立法征询人数

17.6万人次， 比 2023年增长

41.9%； 收集立法建议3169条，

比2023年增长28.7%；经整理提

交立法建议773条，共被采纳建

议116条， 采纳率2023年增长

11%。 建议数和采纳数均位居

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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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聚焦“三化”机制建设

让满载民意的立法“直通车”行稳致远

    聚焦立法为民，提升基层立

法联系工作组织化水平，夯实体

制机制“根系工程”
    聚焦立法惠民，提升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的便捷化

水平，培育双向转化“繁花计划”

    聚焦立法靠民，提升基层立法联系工作的常态化

水平，贯通平台阵地“叶脉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