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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制胜，变革重塑。全过
程人民民主离不开数字化改革这
一“船”和“桥”。近年来，全
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化人大
数字化改革，以更实举措打造标
志性成果。从“数字人大”到

“ 代 表 通 ” 再 到 “ 浙 里 甬 · 人
大”，数字化改革的迭代升级一
路推动宁波人大行权履职“加速
跑”，让基层民主在互联网时代
更加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
管用。

聚焦省委关于打造数字变革
高地的部署要求，聚力发挥人民
代表大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主要渠道作用，发挥数字化改革
的牵引撬动作用，以“一舱两端
四场景”为基础架构的“浙里
甬·人大”综合数智场景，进一
步放大了基层单元联系人民群

众、服务代表履职、承接人大工
作、推进基层治理等功能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是人大行权履
职的前提和基础。市人大常委会以
提高政治能力为根本，以增强专业
本领为关键，以制度建设为抓手，
以培养优良作风为基础，用自身建
设新成效推动人大工作新发展。

今年 4 月 12 日，新一届市人
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加强自身
建 设 作 出 决 定 ， 强 化 “ 四 个 机
关 ” 建 设 ， 打 造 “ 五 强 过 硬 集
体”，建立“每月述职”“季度交
流”等制度，以高水平自身建设
支撑高效能履职、服务高质量发
展，在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时代进程、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生动实践中，努力干出人大
精彩实绩，奋力交出人大高分答
卷。

■数字赋能履职，加强自身建设

记者 张 昊 通讯员 郑军辉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站在2022年历史交汇点，

回望40年的来路，历史仿佛已浓缩成色彩斑斓的壮丽画卷。

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明确县和县以上的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地方人大工作和建设

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82年2月，宁波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

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我市人大工作从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沐雨栉风，砥砺奋进；40年，春华秋实，扬帆远航。

1982、2022，两个记录年份的数字，串连起宁波市人大常委

会依法行权、创新履职、奋发作为的40年。

40年来，历届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肩负神

圣使命，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不懈推动人大工

作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宁波实践，倾听

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维护人民权益，不断推动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书写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华彩篇章，充分展现了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生机与活力。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领
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
本保证。40 年来，市人大常委会
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政治
原则，确保党的领导贯彻于人大工
作各方面全过程，在市委的领导和
支持下，与党同向、与民同行。

市委始终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
位置，召开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出
台相关文件，为高质量高水平推进
人大工作明确方向要求、提供政治
保障。

胸怀“国之大者”，市人大常委
会不仅坚持重大事项、重要立法、
重点工作向市委请示报告，更是通
过紧贴党委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全
局，为依法行权履职锚定方位。

宁 波 向 海 而 生 ， 因 港 而 兴 。
1984 年宁波被确定为全国首批沿
海对外开放城市，为推进保障港口
开放型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
市人大常委会制定了 《宁波大榭开
发区条例》《宁波保税区条例》《宁
波杭州湾新区条例》 等法规。

近年来，围绕产业转型升级，
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数字经
济、民营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情况
等报告；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开展

“治气、治水、治土、治废”立法
修法、执法检查，环境报告制度市
县乡三级全覆盖，促进宁波环境状
况持续向好；围绕乡村振兴、粮食
安全、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
打出监督决定“组合拳”，审议意
见得到政府有效落实，相关建议得
到市委充分采纳。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吹响了加快建
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冲锋号。市人
大常委会走在前、作表率，谋划实施
十五个专项行动，助力加快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努力打造形成一批具
有人大辨识度的履职成果。

以党的领导领航，承载着党的初
心和使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我市人大工作迈向更加辽阔的天地。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对标打造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高地和数字变革高
地，市人大常委会积极探索构建工作
体系、目标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
系“四大体系”，着力打造人大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市域典范。

■牢记“国之大者”，彰显服务大局履职导向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
治之前提。40 年来，宁波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遵循“党委领导、人大
主导、政府依托、社会参与”的立
法工作格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从“小切
口、真管用、有特色”入手，立法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至今，市人
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
134 件，对 75 件法规进行了 93 次
修改或修订，现行有效 97 件，为
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法治保障。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
届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积极运用法治
的力量守护宁波的碧水蓝天。1995
年出台的余姚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开创了国内专门为一条江立一部法
的先河。2016 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用立法 的 方 式 对 大 气 污 染 说

“不”，宁波成为全省首个制定该类
法规的城市，在全国也属先行者。

非机动车管理、养犬管理、菜
市场管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一个个围绕民生领域、贴近社会
实践的立法成果，有效保障社会

治理创新。
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灵魂，

立法质量是地方立法的生命线。我
市创新立法工作机制，实行法规起
草小组制度、重要法规起草“双组
长”制度；2019 年，市人大常委会建
立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成为
宁波人大的全国首创之举；而后，市
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探索“全
生命周期”管理，持续提升立法质量
和法规实施效果，进一步增强立法
活力和法规生命力。

1989 年，宁波首部地方性法规

《宁波市象山港水产资源保护条例》出
台；2012 年实施的《宁波市医疗纠纷
预防与处置条例》，成为国内该领域首
部地方性法规，被称为“宁波解法”；在
省 内 率 先 制 定 居 家 养 老 服 务 条 例 ；
2019 年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使
宁波成为国内较早对生活垃圾分类立
法的城市；在全省率先以立法形式推
进书香城市建设，全民阅读综合指数
居全国前列；2022 年 6 月表决通过《宁
波市公筷使用规定》，这是全国首部公
筷法规，开创了宁波“小快灵”立法的
先河，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
生动立法实践⋯⋯从 1988 年宁波获
得地方立法权以来，一部部带着宁波
烙印的地方性法规出台，以良法促进
发展、保障善治。

■立良法促发展保善治

40 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
持用好法定监督权，强化依法督法，
磨砺人大监督利剑，增强监督刚性，
大力保障宪法和法律法规有效实
施，有力推动党委决策部署落地生
根，助力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
督。市人大常委会聚焦“盯住法、
管好钱、把牢图”，依法监督推动
政府解决系统性机制性长远性问
题。近年来，对 60余部法律法规实

施情况开展检查，推动相关法规
“立改废释”；在全国率先探索将市
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纳入人大监督
范围，预算监督实现全覆盖；制定
全省首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监督实施办法，创新规划编制
和实施监督机制，推动“一张蓝图
绘到底”；常委会会议审议实行主题
询问常态化⋯⋯

人大有任期，监督不断线。多年
来，生态建设是市人大常委会的监

督主线之一。2003 年 11 月，市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建设生态市的决定》，自此踏
上接棒推进生态市建设之路。市
人大常委会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监
督 ， 久 久 为 功 ， 打 好 视 察 调 研 、
专项审议、专题询问、执法检查
等组合拳，一以贯之地推进“治
气”“治水”“治土”“治废”等工
作监督，为美丽宁波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监督支持和法治保障。

人民群众的呼声是市人大常委
会监督履职的风向标和指南针。群众
关注的教育医疗、养老服务、食品安
全、社会保障等问题，始终是监督的
重点议题。比如，2013 年，市人大常
委 会 开 始 实 施 专 题 询 问 制 度 ，其 首
场 专 题 询 问 便 剑 指 食 品 安 全 。近 年
来，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审议、
专题询问手段开 展 安全生产监督 ，
督促 11 个方面 22 项问题得到整改，
我 市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起数、死亡人数
连续“双下降”。对农贸市场建设管理
开展监督，推动全市投入资金 10.03
亿元，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325 家，市
民群众满意度大幅提高。

■让人大监督更显刚性更有力量

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
的重大问题，依法作出决议决
定，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
一项重要职能。

“党委决策部署到哪里，人
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作用就
发挥到哪里。”今年 3 月，市人
大常委会作出 《关于助力加快
建 设 现 代 化 滨 海 大 都 市 的 决
定》， 聚 力 更 高 效 能 地 方 立
法、更高标准人大监督、更高
质量决议决定、更高水平代表
履职，将深入贯彻市党代会精
神转化为人大行权履职的政治
担当和行动自觉，努力在开启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新征程
中彰显人大作为。

市人大常委会贯彻中央和
省委文件要求，完善讨论决定
重 大 事 项 制 度 ， 建 立 健 全 与

“ 一 府 一 委 两 院 ” 协 商 确 定 议
题工作机制，依法作出相关决
议 决 定 ， 重 大 决 策 的 科 学 化 、
民 主 化 、 法 治 化 水 平 不 断 提
升。

适 应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新 要 求 ，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促进改革
创新的决定；作出全国首个加快
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决定；在
全省率先作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监督的决定；着眼激发创新
创造，作出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决定。

为更好保障民生，市人大常
委会作出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的决定》《关于实施 〈宁波市生
态 保 护 红 线 规 划〉 的 决 定》 等 ，
维护食品安全，促进绿色发展。

针对社会关切的法院执行难
问题开展专项监督，市人大常委
会在全国率先作出创新自动履行
机制的决定，更好实现司法公正
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坚 持 人 民 至
上、生命至上，第一时间作出依
法 全 力 做 好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的 决
定，第一时间向全市各级人大代
表发出倡议书，迅速行动展现人
大担当。

■依法行使决定权，强化支撑保障

人大工作主体是代表，基
础在代表，活力也在代表。40
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尊重代表
主 体 地 位 ， 不 断 创 新 工 作 机
制、丰富活动平台、完善制度
规范，支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
履职，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
人民、扎根群众的优势作用。

2009 年，宁海县力洋镇人
代 会 上 ， 引 人 注 目 地 增 加 了

“ 人 大 代 表 票 决 政 府 实 事 工
程”，由此在全国开了先河。代
表投票选出了镇客运站改造工
程等 10 项重点实事工程。票决
制的实施，大大激发了代表履
职的意识和活力。

从宁 海 发 源 ， 这 项 民 主 政
治 建 设 的 基 层 创 新 走 向 全 省 ，
在 2018 年实现全省市县乡三级
人大票决制全覆盖。民生实事
项目的选择权、决定权、监督
权交给了人大代表，实现了政
府 民 生 实 事 项 目 从 “ 为 民 作
主 ” 到 “ 由 民 作 主 ” 的 转 变 ，
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次大步迈
进。

为了畅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2005年，在海曙区白云街
道建立了全省首个人大代表联络
站。多年来，全市各级人大不断探
索创新，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全国首
个代表联络站建设地方标准，推动
代表联络站硬件标准化、制度规范
化、活动常态化、联络信息化。

目前，以全市代表联络站迭代
升 级 后 的 基 层 单 元 为 民 情 基 点 ，
拓展运用代表联络站码、代表码
等数字化手段，通过多端融合推
动实现国家机关进站更常态、代
表联系群众更方便、群众找到代
表更快捷，有力推动人大民主民
意表达平台从单向意见征集向双
向互动反馈转变。

每一名代表的身后，都是一
方 水 土 、 一 方 百 姓 。 访 民 情 、
听 民 声 、 解 民 忧 、 纾 民 困 、 暖
民 心 ， 宁 波 的 人 大 代 表 督 事 制
度，在象山县大徐镇孕育，2020
年在全市推行，还有鄞州“码上
见”、江北“代表夜聊”⋯⋯代表
履职实践创新不断“结晶”成为
制度成果。

■不断激发代表履职活力

首次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1982 年 5 月 12 日，市七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
在全市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修改草案〉的决议》。

获得地方立法权——1988
年3月5日，宁波市经国务院批准
为“较大的市”，市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享有地方立法权。

第一部地方性法规——1989
年 4 月 22 日，市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宁波市象山港
水产资源保护条例》。

开国内为一条江立一部法的先
河——1995 年 5 月 31 日，市十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宁波
市余姚江水污染防治条例》。

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2005
年，我市在海曙区建立全省首个人
大代表联络站——白云街道人大代
表联络站。2018 年，市人大常委会
提出推进代表联络站“四化”建设，
发布《人大代表联络站基本规范》。

首次开展专题询问——2013
年，市人大常委会针对食品安全工
作首次举行专题询问会。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人大代表就监管工作难点
和群众关注的“早产奶”等热点问
题，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询问，
分管副市长和食安委成员单位负责
人逐一应询回答。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作为极具民主实践示范价值的
基层创新，2013 年，市人大常委会
在总结提炼发轫于宁海的票决制实
践基础上，出台指导意见，在全市乡
镇全面推行票决制。这是全国地市
层面首个统一规范票决制工作的规
范性文件。2018年1月，市十五届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票决民生实事项
目，首次在市级层面实施票决制。

市人代会首次实体性立法——
2015年2月，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
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的《宁波
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建立法规动态维护机制——
2019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作出《关于建
立地方性法规动态维护机制的决
定》，不断探索形成法规“全生命周
期”管理模式。

推出人大数字化改革标志性成
果——2021 年 7 月，在全省率先上
线人大代表履职全周期服务系统

“代表通”；2022年7月，“浙里甬·人
大”综合数智场景上线。

宁波市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历程“点睛”
延 伸
阅 读

不负人民重托履职尽责
民主法治建设足音铿锵

——宁波市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印记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表决通过《《关于建设关于建设““四个机关四个机关””打造打造““五强过硬集体五强过硬集体””的决定的决定》。》。（（朱勤锋朱勤锋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