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全国法治政府示范地区和示范项目

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全省建成 10 个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273 个全国民主法治村（社区）

2003 年至今，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法

规171 件、修订51 件、修改265 件

省政协探索创建委员会客厅，截至2022年底

已建成142 家；推进委员工作室特色化、标准化建

设，截至2022年底已有1300 余家；搭建请你
来协商平台，截至 2022 年底累计开展协商活动

9500多场

数说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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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敏，1964
年 10 月 出 生 ，浙
江温岭人，中共党
员。原温岭市民
主恳谈工作办公
室主任。

夏阵雨，1971
年 9 月出生，浙江
鹿 城 人 ，中 共 党
员。现任温州市
鹿城区五马街道
人大工委主任。

夏阵雨（左）记录社区干部王文变反映的诉求。 拍友 吴昱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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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法治，照亮前行路
“八八战略”就在身边

扫一扫 看视频扫一扫 看视频

陈奕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办
本报记者 赵 静 共享联盟·温岭 张璐祎 金启敏

夏阵雨：为立法汇聚民声民意
本报记者 戚祥浩 周琳子

陈奕敏（右）在温岭市松门镇松建村与村民交谈。 共享联盟·温岭 金启敏 摄

陈奕敏手写的民主恳谈方案。
共享联盟·温岭 金启敏 摄

2002 年 9 月 18 日，温岭市新河镇城西村村民代表在村晒
谷场举行民主恳谈会。 拍友 朱连明 摄

一场法规修改调研座谈会在“五马议事坊”举行。
拍友 吴昱燊 摄

“整街搬迁到坊下街，铺位咋安
排？”

“修补摊要聚一起，分开伤人气。”
⋯⋯
不久前，温岭市太平街道举办大会

堂口“修补一条街”整体搬迁民主恳谈
会，街道相关负责人和店铺代表“当面
锣对面鼓”坦诚互动，让“小修小补”的
烟火气安然存续。

“开诚布公、直接对话、解决问题，还
是这个味！”走出会场，陈奕敏兴奋地同
我们攀谈。今年59岁的陈奕敏，两鬓斑
白，是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发起人和探路
者，曾任温岭市民主恳谈办公室主任长
达19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陈恳谈”。

1999 年发轫于温岭，经过 20 余年
的成长发展，民主恳谈从初期的恳谈、
协商，深化到参与各类决策性事务，最
终成为一种成熟的模式被全国各地竞
相借鉴，并得到因地制宜的创新，改变
了无数人的生活。民主恳谈为何能长
盛不衰？我们跟着陈奕敏一探究竟。

盛夏，雨歇。我们来到温岭市松门
镇政府旧址。就是在这里，一次将话筒
递给农民的尝试，创造了民主恳谈、协
商的雏形。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 1999 年
6月15日那一天的盛况：会议室里醒目
地挂着一条“松门镇农业农村现代化建
设论坛”的大横幅，过道被蜂拥而至的
农民挤得水泄不通。与以往“台上讲话
台下听”不同的是，镇领导没有长篇大
论宣讲，聚光灯落在群众身上，一只只
黝黑的手举了起来，拿惯镰刀、锄头的
农民抢着用麦克风发言，各抒己见，镇
领导当场解答或交办。

时隔多年，陈奕敏回忆起当时的
热闹场面，依然心潮起伏，“干巴巴的
说教没人听，我们就想改变一下，把

‘干部对群众的说教’变为‘干部与群
众的对话’，没想到这么轰动。大家奔
走相告，说这是温岭的‘焦点访谈’，反
响非常热烈。”

初创时期，民主恳谈会是“无主题
变奏”，没有中心议题，很多都是家长里
短。2001 年初，以泽国镇牧屿村筹建
牧屿山公园为试验田，民主恳谈作为基
层民主形式被引入决策程序，政府在重
大决策前必须听取群众意见。

改革，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有人欢
喜，有人反对，有干部不理解，责问陈奕
敏：“你搞这些鸡飞狗跳的干什么？”

“八八战略”的实施，给陈奕敏吃下
一颗定心丸。“‘八八战略’提出切实加
强法治建设，我更加肯定这次转型的方
向是对的，就是要努力从制度和程序上
保证人民群众充分反映自己的意愿。
通过民主协商找到最大公约数，化解分
歧，这是一条正确的路。”陈奕敏说。
2004年9月，温岭市委发出“关于‘民主
恳谈’的若干规定”的红头文件，成为当
地发展基层民主法治的纲领性文件。
同年，民主恳谈会高票入选第二届“中
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温岭民主恳谈取得的成功，得到了
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2004 年，
一批来自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专家学者
到温岭蹲点调研，临别前，他们把一个
问题抛给了陈奕敏：“民主恳谈虽然好，
可法律依据呢？”

“我当时一下子懵了。”陈奕敏花了
整整一年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一次出
差途中，他偶遇了北京的一位学者，两
人相谈甚欢。一天深夜，已经卧床休息
的陈奕敏被一阵电话铃惊醒，来电的正
是那位学者，他急促的语气里透着激
动：“老陈，民主恳谈可以谈谈财政预算
嘛！”陈奕敏精神一振，“把民主恳谈引
入基层人大制度，民主恳谈作出的公共
事务决策不就有了法律保障？”同时，民
主恳谈又可以激活基层人大，进一步密
切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决
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举多得。

2005 年，陈奕敏来到泽国镇、新河
镇，和当地党委、政府一起谋划公共预
算民主恳谈改革尝试。两个地方，他设
计了两套截然不同的试验方案。新河
镇讨论的是政府全盘的公共预算，每一
笔钱怎么花，老百姓都有发言权。而泽
国镇则把预算中的具体项目安排“拎”
出来，比如建设一条路、一所学校交给
群众讨论，操作难度较低。但不管是哪
种方式，当时在全国都开了先河。

陈奕敏的笔记本上，记录了那些年
参加民主恳谈的点滴和思考。譬如，
2008 年，他写道：对温岭经验的推广，
更广泛意义上说，是建立起公众与政

府、人大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至于技
术环节，应该是因地制宜，不拘一格。

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民主恳谈
的形式不断创新——

2008 年，温岭市将预算恳谈从乡
镇一级升格到市级部门。

2010 年，部门预算民主恳谈的大
门正式向普通群众打开。

2018 年，温岭市政协主办“物业革
命”专题恳谈会。U字型会场内，100多位
政协委员、政府部门负责人和群众代表面
对面，坦诚互动；线上，13万名网友“辣味”
十足的“弹幕”刷爆了直播页面。这是当
地首次将民主恳谈融入政协协商。

如今，民主恳谈在温岭的镇街、企
事业单位和政府各职能部门全面开展，
参与群众超过 50 万人次，经过协商决
策的各类项目资金达 250 多亿元，每年
平均举办恳谈会1500场左右。

“从个人矛盾的化解到公共利益的
协商，再到参与政府决策，民主恳谈会
的主题随时代而变，但其内涵始终不
变。”明年，陈奕敏就要退休了，他一生
专注一件事，聊起民主恳谈就神采飞
扬，两眼放光，对未来充满憧憬。

两年前，陈奕敏在电脑上敲下第一
行字，他要对这些年民主恳谈的探索和
发展作个总结，如今已写了近 10 万字，

“但这只是我的总结，民主恳谈这项制
度还风华正茂呢。”

跟着陈奕敏边走边聊，沿途矮墙上
垂落下一丛野生九重葛，花色艳丽、生
机盎然。他往那儿一指，“民主恳谈就
像野草野花，生命力旺盛的底气，源于

‘接地气’。”

“要重点支持民生领域的技术进步”
“要想办法激发研发人员的社会责任感”
“要尽可能增加审计的透明度”⋯⋯6月
的一天，人头攒动的温州五马古街，一间
挂着“五马议事坊”牌匾的古色古香房子
内，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我们循声走了进去，只见10多人围
圆桌而坐，有人侧耳倾听，有人摊开双手
发表意见。短发配黑框眼镜，一脸和气
的温州市鹿城区五马街道人大工委主任
夏阵雨边听边记。他身后的屏幕显示，
这是一场关于《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
例 （修订草案）》和《浙江省审计条例

（修订草案）》的修改调研座谈会。
商铺林立的五马古街，是温州最具

人气的打卡点。作为街上一间独特的
“铺子”，“五马议事坊”不售卖商品，只收
集民声。

“八八战略”提出，切实加强法治建
设。“让老百姓原汁原味、土言土语的意见
建议，成为立法的重要参考。”临近中午，
座谈会结束，夏阵雨终于有空接受采访。
谈起议事坊，他眼里透着光，“议事坊所在
的五马街道是鹿城区的中心城区，也是典
型的老旧城区，4.65平方公里区域内，有
户籍人口17.03万，人口稠密、社情多样、
商贸繁荣，能为立法输送丰富的‘民意’。”

一番介绍，让我们对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的认识也逐步加深：法律不是枯
燥格式化的条文，而是充分吸纳了老百
姓的智慧。

相比初来乍到的我们，周边群众对
“五马议事坊”的运转机制早已驾轻就
熟。“老夏，我又来了。”采访期间，一名
男子风风火火地走进来。他是城西街
社区的社区干部王文变，“近期雨水多，
小区里好几处老旧住宅都发生了漏水，
能不能把这些房子纳入新一批老旧小
区改造的重点考虑对象？”

“反映漏水的事情，怎么会找到这
里？”趁着夏阵雨埋头记录期间，我们好
奇地问。

“别说反映漏水了，就算没什么事，
我也喜欢到这里坐一坐，听听大家都在
关心什么。”王文变笑着说，他开始并不
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第一次“连哄带
骗”带他来这里的人，正是夏阵雨。

70后夏阵雨，1993年参加工作，先
后在鹿城区发改局固定资产投资科、江
滨路鹿城段工程建设指挥部、五马街道
等工作。其间，免不了要处理群众以及
企业的各种诉求。

“一个强烈的信念，就是要多为群
众着想多办实事。”但夏阵雨也有无奈，
一些工作即便很用心做，也未必能让群
众完全满意。

夏阵雨事后复盘发现，群众不满
意，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政府部门做的
工作，跟群众的实际需求存在偏差。

在“八八战略”指引下，鹿城不断扩
大政务公开内容和范围，积极探索公民
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形式。

夏阵雨也渐渐打开了工作思路：以
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反映突出问题入
手，丰富民主形式，不断拓展人民群众
参与政府决策的广度和深度，让群众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角。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是，街道开始
把每年民生实事实施的决定权，交到老
百姓手中，通过群众票选的方式产生，由

‘政府定’变为‘大家定’。”夏阵雨说，包
括立法在内的更多探索也在铺开。

2018 年，鹿城区人大代表法制工
作研究室在五马街道人大工委挂牌，五
马街道踏上基层立法工作探索之路，此
后又成为省、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
系点，开始探索更健全、更完备的基层
立法联系模式。

如何让居民广泛全程参与立法工

作？五马街道人大工委吸纳热心群众、律
师、基层站所工作人员、企业家等组建了
一支200多人的信息员队伍，负责联系群
众征集意见。

“信息员就像大网中的一个个小枢
纽，他们活跃在居民小区、商务楼宇、企
事业单位中，去征询、收集周边群众带
露水的立法建议。”夏阵雨说，与此同
时，他们以“五马议事坊”为民声搜集站
所，每个工作日雷打不动安排人大代表
等接待群众征集民意，并以圆桌头脑风
暴等方式，更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去年 7 月，“五马议事坊”召开《温
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修改调研座谈会。
当夏阵雨邀请王文变一起参与发表意
见时，后者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听错
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社区干部，还能
为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意见？”王文变
说。“不是讲具体法律条文，你就说说当
前的物业管理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
改进就可以了。”拗不过夏阵雨的“软磨
硬泡”，王文变还是来了。

当天，来到现场的除了王文变这样
的社区干部代表，还有住户、物业公司、
住建部门、律师等代表。说起物业管理
存在的问题，在场住户代表的心声就像
开了闸的水一样停不下来：电梯坏了不
知谁来修、违法搭建不知谁来管、物业
服务收费的管理使用不够透明⋯⋯

“就当发了一阵‘牢骚’，并没放在心
上。”王文变说。但让王文变没想到的
是，看到今年5月新修订的《温州市物业
管理条例》后，他惊喜地发现，当时的“牢
骚”在许多条款内有了落地的影子。后
来，王文变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五
马议事坊”反映了老旧小区内一些孤寡
老人缺乏社会关怀的问题。“很快，部门
领导上门慰问和志愿者上门服务的频次
明显增多了，还专门打造了方便老人就
餐的邻里食堂。”不知不觉间，王文变开
始爱往“五马议事坊”跑了。

在夏阵雨看来，让群众乐于发声，关
键要把群众的诉求落到实处。2022年9
月，鹿城人大专门上线了“e 鹿履职”应
用，按照“代表提交”“部门办理”“结果反
馈”“代表满意度评价”“人大常委会机关
全流程监督”等五个流程设计，为代表搜
集的问题提供闭环解决机制。

如今，“五马议事坊”已见证和参与
了 20 多部省市法规条例的“成长”。这
里不仅是温州千年古街上的一道独特
风景，更成为浙江不断丰富和拓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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