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民主法治新通道 
——江宁路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 

 
静安区江宁路街道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首批命名的基

层立法联系点（以下简称“联系点”）之一。四年来，街道

立足自身实际，发挥社区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在联系点工

作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为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背景缘由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

制度。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了 4 个联系点。

2016 年 6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确定了包括江宁路街道在内

的首批 10个联系点。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

研期间，到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全国人大联系点调研并作了重

要讲话。他指出“基层立法联系点，立足社区实际，认真扎

实开展工作，做了很多接地气、聚民智的有益探索。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要坚持好、巩固好、发

展好，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丰富民主形式。” 总书记的讲话，

高度肯定了联系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为推进联系点下一

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基本做法 

（一）“勤对表”，积极畅通渠道，做到“知天气” 

联系点是连接立法机关与基层群众的桥梁，只有正确领

会立法背景、目的、需求，才能在征求意见中准确地传达好

立法意图。在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法工委的大力支持下，江

宁路街道加强学习调研，努力做到“知天气”。市人大常委

会领导蒋卓庆、徐泽洲、莫负春、高小玫、吴汉民等先后来

联系点视察指导。街道与全部 4个全国人大联系点均开展互

动交流，积极拓展工作视野。今年 7 月 15 日，全国人大法

工委在江宁路街道召开《退役军人保障法》座谈会，这是全



国性法律首次在市级联系点征求意见。街道积极参加市人大

工作会议和学习培训，把握工作要求，加强日常联系，了解

立法需求，还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联系点工作规则，结合

自身实践，制定街道联系点实施细则，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今年上半年，街道积极配合完成市人大《关于全力做好当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特殊时期的立法征求意见

工作，各有 1条意见被采纳。 

（二）“强基础”，完善工作网络，确保“接地气” 

作为第一批市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唯一的街道，江宁路

街道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基层定位、百姓视角、

民生反响，注重收集、整理和反映群众的意见建议，让立法

机构听到最“接地气”的声音。为此，街道将联系点工作与

“法治静安”建设、区域化党建等工作有机结合，建立

“1+27+X”的工作网络。其中，“1”即街道人大工委；“27”

即街道下属的 16个居民区和区人大常委会设立的 11个基层

立法信息采集点；“X”即街道辖区企事业单位、“两新”组

织等。通过征求立法意见这个切入点，集聚社会资源、形成

工作合力，努力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理念得到广泛传递

和充分认可。 

（三）“练内功”，提升工作效能，实现“聚人气” 

联系点的生命力在于基层，在于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

这就要求联系点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集聚好

“人气”。为此，街道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加强扶

持力度。硬件上，将联系点与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合署并

实体化运作，实现各类资源在联系点的共享共通；软件上，

街道特地选派一位全日制法学硕士研究生、正科职干部担任

联系点办公室负责人，确保专业对口、人岗相适。2017 年以

来，街道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相关立法的前期调研，

把准备工作做在法规文本出台之前。下一步，还将与华东政



法大学建立定期沟通机制，进一步推进联系点工作。实践中，

街道努力把握和理解基层民意背后所体现的立法需求，在保

持“原汁原味”的同时，精心归纳总结，确保所提立法建议

的高质量，提高采纳率。 

三、主要成效 

四年来,江宁路街道共参加市人大各类立法会议 11 次，

开展各类立法调研和座谈会 50余场、800 余人次，发放调研

问卷 3000余份。联系点先后承担了《退役军人保障法》、上

海市《街道办事处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家政服务条例》等 1 部全国性法律和 13 部地

方性法规的征求意见任务，共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各类立法

建议 250 余条，有 10 部法规的 30 个条款吸纳了江宁路街道

相关建议。2019 年 11 月，江宁路街道作为首批十个联系点

中唯一的代表，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推

进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四年来，新华社、《解放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

报》、《劳动报》、《上海人大》等国家级、市级主流媒体均报

道过江宁路街道联系点的工作，联系点的群众知晓率和认同

度不断上升。2020 年 6 月 25 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专栏节目专题报道了

江宁路街道联系点的工作，将其作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生

动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 

四、推广价值 

江宁路街道联系点四年的实践，对在基层推进民主法治

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一）围绕联系点工作，充分展示全过程的民主 

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仅是收集反映民意，更重要的是通

过事前征求对立法计划的意见，事中反映对立法条款的建议，

事后反馈吸收采纳的情况，在过程中深入广泛的宣传、动员，

实施阶段执法检查和立法后评估的参与，充分向社区群众和



企事业单位展示了民主立法的全链条、全流程，充分体现了

我们国家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

通过科学、民主决策产生的，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二）拓展联系点功能，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基层治理能力提高，需要制度支撑，也需要平台建设。

围绕立法联系点，街道加强党建引领，融合各类现有平台，

通过 1+27+X 机制，将立法联系、基层治理的触角延伸至楼

宇、两新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延伸至“两代表一委员”，

延伸至社区居民，既充分体现街道贴近群众的优势和特色，

也丰富了治理手段，增强了基层治理能力。 

（三）强化联系点建设，为街道相应工作赋能 

在实践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过程中，其溢出效应也为

街道很多工作增加动能。如借《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全街

道征求意见的机会，江宁路街道率先宣传、率先启动、率先

建设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在本次疫情期间，街道积极贯彻市

人大《决定》，着力打造立法、守法、执法和普法的防疫工

作闭环，有关事迹多次被主流媒体报道。街道人大工委组织

人大代表围绕联系点任务开展工作，抓手更实更细更有效。

可以说，联系点工作为街道普及法治文化，增强法治思维，

严格依法行政夯实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