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10月

链接

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2022年12月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李建 版式：戚建卫 联系电话：0571-85311080 邮箱：lmb0808@8531.cn 深读 5

《规定》制定的目的，在于规范全省
票决制，提升工作整体实效。其中关键
的一环，就是实现民生实事项目全流程
公开和量化闭环管理，保障人大代表、
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在各个环节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

为此，《规定》明确，要以数字化手
段赋能票决制，打造全省统一的民生实
事数字化应用。9 月 5 日上午，省委常
委会审议了《规定（草案）》。当天下午，
省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专班迅速成立。

应用要在明年各地两会召开前实现
主体功能上线。专班成立后的每一天，工
作人员蔡超都觉得在“打仗”。

11 月 15 日晚上 8 时，记者来到省
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专班时，大办公室
里依然灯火通明。

“在征集实事项目的时候，应该充
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专家
的作用，让更多人参与征集活动，这样
选出来的实事才更贴近百姓所需。”“各
地民情民意平台的接入清单，还需要梳
理一遍。”十多位专班成员你一言我一
语，打磨着全省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中
的每一个细节。

办公室大屏上，一张应用体系架构
图尽显系统基本逻辑。把民生实事

“提、定、办、评、赛”5 个核心环节互联
互通，实现量化闭环。为确保广泛吸纳
民情民意，应用还接入了全省各级民呼
我为、人大代表联络站和政协民生议事
堂等数字化应用数据。

“目前，应用的征集、筛选、分办等
功能已经上线。”蔡超告诉记者，全省群
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意见建议都
将汇集归总到应用打造的民情库中。
如何从海量的民意数据筛选出具体实
事项目，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
民，是应用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在应用后台，来自各方的海量意见
建议被分门别类，归入社会安全、教育
助学、城乡宜居、医疗卫生等11个领域。

“金华、宁波等地之前也有探索建
立民情库，我们以地方征集数据为语料
库（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
本库），搭建模型，从中筛选出分类二级
标签。”技术工作人员熊美娟举例，如

“提升购药便捷度”对应“病有所养”，
“文化场馆建设、维修”对应“文有所
化”，目前，专班已从 3000 余条意见建

议中，筛选出 115 个二级标签，后续将
对算法不断优化，进一步提升标签匹配
的准确率。

征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类，在监督
方面，应用又可以量化到什么程度呢？

面对记者的这一提问，蔡超用“一
图一码一指数”描绘了未来民生实事项
目开展的样子：

一图，是线上民生实事数字地图。
群众通过“浙里办”等平台，随时可以查
看身边民生实事项目的效果、进度和具
体负责人。

一码，是线下民生码。这一机制已
在省级民生实事项目中应用，每个民生
实事项目建设场地都贴有二维码，动动
手指扫码就能参与评价。对于进展情
况不理想的项目，各级政府督查室将定
期通报、监督。

一指数，则是项目完成后的群众获
得感指数。系统会对每个实事项目画
像，量化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同时，
应用也会为建设部门、分管干部和参与
代表画像，干得是好是坏，一看便知。

“我们希望通过应用建立健全民生
实事长效管理机制，真正达到群众生活
和办事省时、省钱、省心的效果。”蔡超
笑着说，每年两会前，各设区市会从市
县乡三级民生实事中评选出群众最满
意的项目。未来，这一评选可以打破时
间和地点的限制，“比如同样建设一个
托育机构，金华的市民可以查看台州同
类民生实事项目的耗时及资金使用情
况，会有更多的参考。”

为民办实事，重在落实，贵在坚
持。十年磨一剑，票决制在之江大地上
将不断深化。

以数字化手段赋能 群众更加省时省钱省心

浙江率先为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立法

“民声”定“民生”，怎样更贴心
本报记者 蒋欣如 陈 醉 于 山

整个10月，湖州市人大代表王瑛
都在为征集民生实事项目忙碌。中小
学生课后托管、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家
门口的路面维修⋯⋯数字人大履职平
台上，传来了群众的种种期盼。王瑛
将它们一一收集，并结合平时履职了
解的情况分析研判。

明年初的人代会上，王瑛将和其
他代表一起，一人一张选票，选出湖州
民生实事项目。正值换届第一年，身
为老代表的她，经常和新当选的代表

说起这项制度。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在浙江已历经十余载，今年又迎来了
新一轮的迭代更新。10月1日，《浙江
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规
定》（下称《规定》）正式施行；11月，全
省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正式上线，不到
一周时间，就有近300万人参与投票。

立法破解了票决制运行中的哪些
问题？数字化应用又如何赋能票决
制？记者走进各地，多方探寻。

如果追根溯源，票决制的理念起
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提出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浙江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04 年以
来，全省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连
续 18 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提及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制，少不了要说一下这项探索的基
层发源地之一——宁海力洋镇。

早年，宁海乡镇民生实事项目年
内开工率只有六成，很多实事甚至多
年落实不了，拖成了“心事”。

如何破题？2008年,宁海县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林志来考虑，能不能
在民生实事项目上，通过人大代表投
票来决定？

2008 年 10 月开始，力洋镇人大
代表做了充分的调研。2009 年 1 月
15 日，力洋镇人代会召开，林志来看
着代表将选票投入票箱，唱票员在一
个个民生实事项目下画“正”字，政府
实事工程实施第一次从“由上而下”
变为“由下而上”。每一票背后，都是
千万老百姓满满的期待。

票决制，探索出一条民生实事从
“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新路子。
一字之差，迈出了浙江基层民主建设
的一大步，也以民生实事作为支点，撬
动了群众、人大、政府部门在基层民主
实践中的积极性。

常山县芳村镇前塘村的老年食
堂，就是一个典型。前塘村72岁的刘
大伯眼见着家门口的老年食堂在一年
间从无到有。他对此赞不绝口：“一日
三餐都有着落，饭菜味道也很符合我
们老年人的胃口，每餐才4块钱。”

刘大伯不知道的是，为了这 4 块
钱的定价，镇上60多位人大代表奔忙
了小半年。

作为 2022 年镇民生实事之一，3
家老年食堂前期建设推进顺利，却在
定价上众口难调。人大代表分头调
研，又和镇政府、食堂运营方坐下来开
了五六次座谈会，终于确定了各方都

能接受的方案：90 岁以上的群体可在
老年食堂免费用餐，80 岁以上、70 至
80 岁、60 至 70 岁分别享受每餐 2 元、
4 元、6 元的优惠价格，低收入农户每
餐只需支付2元。

食堂正式运营那天，芳村镇镇长
郑俊毅松了口气，代表们对自己投票
选出来的项目上心得很，倒逼着政府
部门提高效能和水平。“好处很明显，
选出来的项目都是大家最挂心的事，
民意基础牢，在后续推进过程中实施
进度快，老百姓配合度高，完成的质
量也好。”他表示。

对群众来说，票决制让最终受
益者有了话语权，变事后监督为全
程跟踪，从立项开始便能参与其中，
生动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对人
大来说，票决制让乡镇人大行权履
职有了具体抓手，也有效激发了基
层代表的履职热情和内生动力，催
生出“代表夜聊”“代表督事”等基层
人大创新做法；对政府部门来说，票
决制有效破解了政府和群众视角不
尽一致的瓶颈，从源头上防止“形象
工程”“政绩工程”的出现。

5 万余件，这是全省票决制 2017
年全面推行以来，确立的民生实事项
目数量。一件件民生“关键小事”汇
聚在一起，办成了百姓心头的“暖心
大事”。

2018年，全省实现市县乡三级民
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全覆
盖。今年 3 月，全国人大修改地方组
织法时也吸收了这一经验，将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修改为“重大事项和项目”。

去年10月，省人大常委会曾组织
过一场以“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
为主题的票决制图文展——兰溪将大
肠癌筛查工作列为民生实事，有效筛
查出高危人员 2 万余名；仙居率先打
造“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定期下村
为山区群众送药，实现患者配药零次
跑；舟山放学后托管服务实现了主城
区及县镇公办小学全覆盖，惠及3400
余名学生⋯⋯

办实事方法变了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

时间回到 2022 年 9 月 29 日下
午——

“通过！”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规定》，成为
又一个重要节点。

为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立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要立这部法规？省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票决制在基层拥有旺盛的生命
力，但各地开展工作的步骤、环节不尽
相同，“需要通过省级地方性法规，对
民意征集、实施、监督等各个过程进行
规范，进一步总结、提炼各地行之有效
的经验做法，提升全省票决制工作的
整体实效。”

《规定》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重要
立法任务。今年 2 月，省人大常委会
年度立法计划甫一公布，《规定》起草
工作领导小组便随之成立。

前期调研发现，基层对民生实事
的征集机制还不够完善，个别地区为
了上会票决而征集，存在时间过短、覆
盖面不广等问题。监督方面则存在有
效监督手段不够、力度不大等缺陷，距
离全过程监督仍存在一定距离。

《规定》对症下药，对征集和提出、
审议和票决、实施和监督等环节都作
出规范。

例如针对健全民意征集机制，《规
定》就从发布渠道、征集机制等方面着
手，要求设区的市、县（市、区）、乡镇人
民政府应当通过有效渠道发布公告，
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同时，可以

健全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常态化征集机
制，建立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储备库。
此外，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和乡
镇人大主席团应当主动参与，广泛收
集社会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结合梳
理研究人大代表意见建议，提出建议
项目。

而对民生实事确立后的实施和
监督，《规定》更是着墨颇多，覆盖了
实施中的各种可能性，以确保不走过
场，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民生实
事项目实施前，各级政府应将包括责
任单位、目标任务、完成时限等内容
的实施计划向社会公布；实施过程
中，如果调整或暂缓、终止，应当及时
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实施完成
后，政府应将上一年民生实事项目实
施情况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同级人大
常 委 会 可 对 实 施 情 况 进 行 满 意 度
测评。

《规定》两处强调“普惠均衡”。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解释，这是为了从立法层面确保更
多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背景下，加强
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
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规定》通过后的第二天便开始
正式施行，因为 10 月对于民生实事
来说是个重要节点——全省各级政
府陆续启动民生实事征集程序，通过
网络、手机、热线、信件等渠道，征求
群众普遍关心、迫切需要解决、受益
面广的实事建议项目。

为票决制立法
让全流程各环节更规范

票决制大事记票决制大事记

宁海县在力洋镇和大佳何镇试行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2009年12月

宁海县出台关于全面推行乡镇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指导意
见，票决制在全县各乡镇全面推行。

2012年10月

宁海县委出台专门通知决定，从2013
年开始票决制工作升至县级层面。

2015年6月

省委下发《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
基层政权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广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做法。

2016年7月

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浙江省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对乡镇人大
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作出明确规定。

2017年3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全省人大推进
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现
场交流会，进一步推广该项制度。

2017年7月

省委制定下发《关于实施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意见
（试行）》，明确要求到2018年在市、
县、乡三级人代会上做到全覆盖。

2018年6月

票决制实现市、县、乡三级全覆盖。

2019年底

基本实现街道层面民生实事项目票
选推荐工作全覆盖。

2022年3月

全国人大修改地方组织法时吸收票
决制经验。

2022年10月

《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制规定》正式施行。

2022年11月

全省民生实事数字化应用正式上线。

浙报制图：戚建卫

德清县今年将 3 万名小学生午休“躺着睡”工程列入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以“午睡垫为主，折叠椅为辅”的方式，实现小学生午休“躺着睡”全覆盖。图为雷甸镇中心小学通航校区学
生在午休。 拍友 谢尚国 摄

三门县破解山区百姓买药难、用药难，开展送药上山民生实事工程。图为工作人员郑志
会（左）为老人们送药上门。 本报记者 叶剑锋 摄

常山县芳村镇前塘村新建的老年食堂颇受欢迎。 芳村镇政府供图

舟山开展海岛远程医疗民生实事项目。 舟山市人大常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