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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完善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

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上海市政协把

协商民主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坚持提案不在

多而在精，紧扣提案质量、办理质量、服务质量

全面提升，多举措推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委

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

“我精心调研做出的提案，怎么两次都没

能提交成功？”最近，一名上海市政协委员专门

来到市政协提案委想问个明白。

十三届上海市政协提案委主任俞烈开门

见山：“提案调研建议太笼统，承办单位写得也

不明确，调研可再深入一些。”沟通近半小时，

这名政协委员记了满满 4 页纸才停笔。

为不断提升提案质量，上海市政协推出提案

“三审制”、“不满意”提案重点督促、优化移动履

职平台等举措，让提案立得住、能办理、做得到。

推出“三审制”，增加集体
提案，增设党派界别提案

“你的提案过几道关了？”这是如今上海市

政协委员们见面时经常讨论的。“以前的提案

数量可观，但有的立不住、办不了，质量有待提

升。”俞烈说。

“三审制”推出后，提案要过三道关——提

案委办公室先对提案进行初审，再由 5 个提案

委小组对提案复审，最后由提案委主任、副主

任定审。“‘三审制’主要严把提案质量关，淘汰

不合格提案。”十三届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常务

副主任黄鸣介绍。

上海市政协还重点鼓励集体提案，提高集

体提案数量。最近，关于助推上海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这

就是集体酝酿的结果。

“30 多名委员，走访 3 个月，召开 15 次联名

提案酝酿座谈会，调研笔记超 5 万字，最后浓缩

为 2000 多字的报告。”提案主笔、上海市政协委

员沈开艳用一组数据介绍了整个过程。因为

提案质量高，最终得到承办单位的认同，推动

了多部门协同建设国际级消费集聚区。“我们

适当扩大集体提案比重，推动提案整体质量上

了一个台阶。”黄鸣说。

增设党派界别提案，则是近年来上海市政

协提高提案质量的又一重要手段。俞烈介绍：

“我们建立定期走访调研民主党派市委工作机

制，每年召开党派团体提案工作会议，协助他

们开展调研等工作。”5 年来，上海市各民主党

派、人民团体和市政协各界别、专门委员会共

提交提案 643 件，实现了集体提案提交主体的

全覆盖，集体提案比重逐年上升。

重点督促“不满意”提案，
开展提案办理“回头看”

“难题虽复杂，但经现场督办，我们吃了

‘定心丸’。”回忆起前不久的一次领导督办，上

海世博文化公园负责人李玮评价。

在世博文化公园，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副

主席虞丽娟带队督办“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相

关重点提案。看现场、谈问题，虞丽娟对“土

地利用方面的瓶颈，政策标准上的障碍”等问

题做出具体指导，并协调问题解决落实到人。

重点提案一般都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和重

大 民 生 问 题 ，往 往 解 决 难 度 大 、民 意 关 切 度

高。对此，上海市政协有的放矢——统一部署

牵头督办、承办部门参与协商、各专委会分工

协作，提升办理效率。5 年来，十三届市政协主

席会议成员带队现场调研、主持召开办理协商

会 50 余次，涉及提案 540 余件。“领导带头办

理，为其他提案办理起了示范引领作用。”十三

届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常务副主任吴乾渝说。

提案办理，少不了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配

合。为此，上海市政协联合市政府办公厅健全

提案共同交办机制。另外，从 2016 年起，市政

府各相关部门提案办理情况纳入部门考核。

委员对提案办理答复为“不满意”，怎么办？

上海市政协会全力督促提案办理落到实处。

前段时日，上海市政协委员马驰递交“建议

推动上海—巴黎科技项目转化平台落到实处”

的提案，相关部门答复后，马驰认为“并未实际

解决问题”，于是评价“不满意”。“不满意”件传

到提案委后，提案委随即开展专题督办。不久，

上海市科委副主任和马驰来到市政协面对面沟

通，问题得以解决，提案督办最终取得实效。

上海市政协还把提案办理“回头看”与专

题协商会、重点课题调研、专项民主监督等融

合推进。“ 便 民 早 餐 提 升 ”“ 老 旧 小 区 加 装 电

梯”“老旧公房改造”等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提

案，上海市政协持续多年跟踪督办。“这些提

案如今已变成一个个民心工程，政协委员持

续深入 16 个区开展督办。”俞烈说。

设置议题、开发平台，推动
“数字提案”向“智慧提案”升级

有政协委员想去住建部门调研但联络不

畅，怎么办？市政协提案委办公室对口联系的

同志立刻协调，调研顺利开展。有政协委员缺

少对一些问题的宏观认知，怎么办？市政协建

立联名提案调研小组，就综合性议题开展调研。

为提高提案服务工作的专业化、精细化，

上海市政协还强化数字赋能，推动“数字提案”

向“智慧提案”优化升级。设立的“上海政协

通”等移动履职平台成了委员们的好帮手。

点开这一手机应用，可以看到“提交提案、在

线协商、学习知情”等功能模块。“在‘提案工作’

模块，还有‘提案智库、知情平台’栏目，包含了政

府政策文件等内容，有 10 多万条。这既是很好

的借鉴学习平台，也能通过查询避免重复提案。”

俞烈说。有了委员移动履职平台，提案酝酿、

提交、审查、交办、答复、督办、反馈、查询、统计

等工作，都可以全流程在网上办理。

5 年来，十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共提交提

案 5109 件 ，立 案 4872 件 。 其 中 ，办 理 结 果 为

“解决或采纳”的 4034 件，占 82.8%。“5 年来，上

海市政协的提案数量稳定均衡，质量明显提

升。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将全面贯彻全过程

人民民主重要理念，在深入协商中增强提案工

作质效，形成‘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的良好局面。”上海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说。

狠抓提案质量、用好移动平台，十三届上海市政协获“解决或采纳”的提案超八成

让提案立得住、能办理、做得到
本报记者 方 敏

本报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

张璁）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国检察

长会议上获悉：2022 年，检察机关切

实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融入日

常检察工作，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

斗争，起诉涉黑恶犯罪 1.4 万人；积

极推进网络依法治理，起诉利用网

络实施诈骗、赌博等犯罪 23.7 万人。

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

面，2022年检察机关持续助力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起诉破坏环境

资源犯罪 3.7 万人，办理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 9.5 万件，同

比上升 8.3%。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深

化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一

体履职，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1.3
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

督案件 937件，同比上升 72.2%。

2022 年，检察机关深化法律监

督，助力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

检察机关加强立案和侦查活动监

督，全年督促侦查机关立案 3.7 万

件 、撤 案 4.6 万 件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48.1%和 57%。持续强化精准监督，

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

裁判分别提出抗诉 6840件、4529件、

172 件。立案办理公益诉讼 19.5 万

件，同比上升 15%。

据介绍，2022 年检察机关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

刑事政策，深入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统筹

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年制度适用率超过 85%，此

类案件一审服判率 97%，高出其他刑事案件 29.5 个百分

点，从源头减少了大量上诉、申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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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 1月 10日电 （记者朱磊）记者近日从江

西省赣州市信访局获悉：通过打造网上信访服务中心，利

用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赣州市积极提升信访办理能力，去

年全年网上信访事项办结率达 100%、化解率达 99.38%。

2020 年初，利用建设“数字赣州”契机，赣州市建

成赣州网上信访服务中心系统，通过打通“政务云”以

及“12345”市民服务热线系统，与政法、教育、人社等部

门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共用；建立了 2408 个终端

账户，覆盖市县乡三级，确保新增信访数据及时录入，

构建了一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信访数据收集网

络，实现全市信访事项“一个口子进出、一个系统流

转”，做到集成管理、一网通办。

赣州市有关部门通过视频会议、网络平台交办、系

统预警督办、网上巡查通报等方式，推动网上信访事项

高效处置，进入系统的信访事项平均办结时间逐年缩

短，受到群众好评。

江西赣州用好网上信访服务中心

“合同重新签订以后，这个村的集体账户

增加了 10 多万元。这些钱将用于村基础设施

建设和公益事业等，村民非常支持！”日前，山

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某街道向村民晒出此轮“三

资”清理工作清出的“家底”，推动“三资”管理

公开透明，给群众一本明白账。

济南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中小学校配餐（食堂）管理、不动产登

记办证难、虚报冒领惠农惠民补贴资金、医疗

保障基金监管等 5 个方面突出问题，针对民生

领域问题进行专项监督，开展集中整治行动，

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通过日常监督、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方

式，济南市纪委监委深化运用“一台账、两清单、

双责任、双问责”监督机制，督促职能部门对照

整治重点进行全面摸底，对责任、作风和违纪违

法问题集中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制定整改措

施，做到即查即改、销号管理、限时完成。

截至目前，聚焦农村“三资”管理，济南全市

共清理不合规合同 1540 份，补签或依法废止合

同 820 份，收回被侵占土地资源 859.68 亩，清收

资源、资产租赁发包费 2570.6 万元，收回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贪污侵占集体资金 160.8万元。

“不动产登记 1 个小时内就能办结，还能在

网上办理，太方便了！”办理业务的市民王先生

告诉记者。为全面排查、梳理、解决不动产登

记疑难问题，济南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部门加

强沟通协作，进一步推动审批流程规范化、标

准化。目前，济南市不动产登记 1 小时内办结

率达 73.48%，全部业务线上办理率达 71.28%，

新建商品房线上办理率达 79.29%。

自专项监督开展以来，济南全市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459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528 人，其中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 395 人；督促各级各相关部门聚焦“五

项重点”排查问题 512个，制定整改措施 551条。

即查即改 销号管理 限时完成

山东济南开展民生领域专项监督
本报记者 侯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