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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宁海县在我

市首开先河，探索实施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今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作

出《关于深化“四大机制”完

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的决定》（下称《决

定》），对票决制进行迭代升

级，首次规定 9 月为“民生

实事项目集中征集月”，今

年“集中征集月”全市征集

到14131条项目线索。

今年以来，在宁波市版权局等单
位牵头下，公安、海关、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跨部门，联动
开展版权维护工作，创新执法模式，助
力全市查获一批侵权盗版重点案件。

今年7月中旬，象山警方在对重
点企业上门体检中发现，象山剧优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拥有著作权利的上百
部微短剧视频被多名未授权个人在多
个平台上大量传播，给企业造成严重
的经济、名誉损失。鉴于案情重大，当
地相关部门快速启动涉企知识产权案
件侦办机制。象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组织20余名警力分赴广东、安徽、福
建、河南等地开展集中收网，共计抓获
犯罪嫌疑人7名，捣毁工作室5处。

“这是我们象山破获的首起侵犯
著作权案，也是全市破获的首起侵犯
影视著作权案，意义非凡。”象山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在宁波市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
大力支持下，市版权局在高新区知识
产权大厦引入文化执法的基础上，今
年又引入宁波海关相关职能部门，开
展联合办公制度，逐步建立健全版权
维权执法与文化执法、市场监管、公
安、海关等多部门联动机制。

“目前全市下上已经形成多空间、
全方位的合作，建立一种更有力更快
速更有效的版权保护机制，共同推进
我市版权执法保护和版权产业高质量
发展。”宁波市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 施代伟

我市开创
版权执法联动模式
破获首起
侵犯影视著作权案

针对在项目征集和提出环
节，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率不够
高，贴合民意还不够紧；人大代表
全过程参与征集选定、监督评价
还不够充分等“成长的烦恼”，《决
定》从民意征集、项目选定、过程
监督、效果评价“四大机制”入手，
建立了新的全过程、系统化的推进
机制，打造了渠道全整合、数据全
归集、办理全闭环的工作体系，从
而更加有力推动从“为民作主”向

“由民作主”转变。
同时，《决定》中还蕴含了一些

具体的标志性、创新性工作抓手。

如，首次提出“常态化征集项目线
索”；首次规定9月为“民生实事项
目集中征集月”，9月第一周为“民
生实事项目市民监督周”；首次规定
人大与政府在初定候选项目环节组
织会商；首次规定组织开展线上公
众满意度测评……这些创新举措进
一步丰富了票决制工作的时代价值
和实践内涵。

今年“集中征集月”，全市征集
到14131条项目线索。这些项目线
索通过线上数智分析和线下精准识
别后，梳理形成重点项目线索，经专
题调研、多方酝酿以及建议项目确

定、汇集、会商、论证等工作机制，成
为候选项目提交人代会票决。

如何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
着落”？市人大常委会表示，将通过
分析研判、分类处置，一部分转化为
民生实事建议项目；一部分，转变成
对政府部门的意见建议，转交并督
促政府部门办理落实，通过制度化
途径反映和反馈民意，帮助人民群
众构建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话语
权、参与权和治理权；还有一部分，
转换为谋划实施人大工作的最大民
意基础，将其运用到立法、监督、决
议决定等行权履职之中。

作为当地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改造后的象山石浦菜场焕然一新。

背后的鲜活民意
读懂14131条线索

“最初是我们在力洋镇客运场
站改造中遇到了问题，力洋镇党委
政府商量下来就说，到人大代表中
去听取意见吧。”宁海县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真民向记者讲述了2008
年票决制“萌芽”的事情，在获得人
大代表票决通过后，卡壳多年的项
目很快变得不再有阻力。

如今，随着层级提升、时代推
移，在票决制发源地，它又有了升级
版。以宁海县大佳何镇为例，当地基
于财政有限的考虑，给项目票决戴
上了“紧箍咒”。一是舍弃“带帽”项
目，明确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资金

为主，不包括配合上级政府组织实施
的项目，杜绝将原本要做的事重复纳
入。二是设置上限、取消下限，投资
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一般列入重点
工程，不再列入民生实事；原本“投资
必须300万元以上”的下限被取消，让
投资小呼声大的项目也能入选。

“我们还进一步明确，候选项目
主要来自人大代表和群众的提议，
不列入政策性项目、上级指令性项
目。同时也规定，票决落选的项目当
年一律不准实施。”徐真民说，宁海
县近三年来的民生实事项目100%
来自群众的建议，让代表和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激发。
《决定》提出“会商论证+大会

票决”来优化项目选定机制，通过开
展公众满意度测评、深化代表满意
度测评等来检验民生实事项目的成
效。同时，我市2024年民生实事项
目将按“项”进行票决，并根据征集
情况合理设置项目数量，力求让代
表群众能见名知意、可知可感。

以“民声”定“民生”、让“实事”
成“好事”、把“民意”变“满意”。这项
奔跑15年的制度，在改革升级中越
来越强壮而年轻。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陈裘超

以“民声”定“民生”，今年征集到14131条项目线索

以民意为基础，让民生实事更加可感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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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日-29日，“航天科工
杯”2023年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
营暨第十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在宁波举行，投资人、青年
企业家、青年创业者、县级青年创业
组织代表等500余人参加。

“创青春”是共青团服务青年创
新创业的重要活动品牌，该大赛自

2014年起至今已连续举办10届，累
计吸引近52万支创业团队、219万余
名创业青年参与。

本届“创青春”活动以“青创报国
新时代 青春逐梦新征程”为主题，共
吸引超过1.3万个青年创新创业项
目、约4.6万名创业青年报名参赛，最
终产生了金奖54个、银奖106个、铜

奖196个和优秀奖若干个。
11月27日，第十届“创青春”中

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社会企业专
项）在宁波海曙迎来决赛日。参赛项
目经过现场路演和提问答辩两个环
节，角逐11个金奖、20个银奖、29个
铜奖，宁波有2个项目获得金奖、2个
项目获得铜奖。 记者 朱琳 袁先鸣

第十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在甬举行

11月 29日，宁波市望春监狱举
行了民盟宁波市委“黄丝带帮教”启动
仪式，宁波首家监狱“黄丝带帮教”基
地正式落户。

民盟宁波市委会、宁波市望春监
狱就帮教衔接工作机制达成共识：双
方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共同对接帮教
需求，商讨工作方案，打造具有宁波地
方特色的“黄丝带帮教”服务样板；民
盟紧紧围绕帮教工作实际需要，发挥
其在文化、教育、医疗、经济、法律等领
域的人才和资源优势，提供有针对性
的多样化服务；进一步挖掘整合民盟
内有关资源，组建文艺帮教法律援助、
心理辅导、医疗义诊、技能培训五支盟
员志愿者队伍，定期进监开展帮扶活
动。

仪式结束后，“黄丝带帮教”志愿
者代表走进高墙，为服刑人员开展法
律讲座，通过以案释法、现场互动等方
式讲法明理、释疑解惑，并向服刑人员
提供法律咨询。

记者 殷欣欣 潘苗

“黄丝带”飘进高墙
助力服刑人员早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