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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立法是科学立法的基础和前提。

林坚东从事行政立法工作多年，深刻感受

到老百姓的呼声如何在立法中发挥作用。

比如在制定《宁波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实施办法》时，立法团队到运河沿线的

一个村庄去开展“村民说立法”活动。一位

村民提到，大运河申遗后在村里设置了一

块界碑，刚好就正对着一户人家门口，让人

很不舒服。他认为，“设置的界碑界桩不能

影响群众的生活。”

到现场看过后，这件事被宁波市司法

局工作人员牢牢记在心里。他们认为，虽

然国家对大运河遗产保护界桩界碑的样式

以及位置有明确规定，但是在设置界桩界

碑时，也要保护沿线群众的权益，后来他们

在《实施办法》第十二条新增规定：界桩界

标等遗产标识的设置应当与大运河遗产及

其历史风貌相协调，遗产标识设置的选址

应当充分听取相关公众意见。

摊开的是生活，聚拢则是民意。令记

者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和宁波市司

法局工作人员去调研的路上，车子停下来

等红绿灯时，他们指了指窗外说，“你看到

这个百姓健身房了吗？我们在制定《宁波

市全民健身条例》的时候，对怎么设置健身

房都有规定。”

无论走到哪里，工作人员似乎总能指

出一件事物，说出它背后的立法渊源。小

到一根遛狗时牵着的犬链，大到货物吞吐

量世界第一的港口有序运行，许多日常生

活中的事物，背后都有立法工作的贡献。

而让这些法规、规章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则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参与。

民主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明确规定的一项立法基本原则。在地方立

法中，民众积极性不高、参与的时效性不

强、参与的渠道不够通畅是一个比较普遍

的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

理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章志远认为，透过

宁波的“一起来立法”改革措施，能很好地

看见当地法治建设的开放性、回应性，“这

是一项利长远、稳预期的工作，随着我国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纵深推进，值得在全国进

行推广。”

宁波如何动员全社会“一起来立法”？

本报记者 曹梦琪

通讯员 李光

良法是善治的基础
和前提，民意是高质量
立法的源头活水。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提出“健全全过程人民
民主制度体系”，并对深
化立法领域改革作出专
门部署。

12月23日，《宁波
市公众参与政府立法办
法》（以下简称《立法办
法》）经宁波市政府第9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是我省首部规范公众参
与立法活动的地方政府
规章。

“这是配合全省‘一
起来立法’改革的最新
动作，背后凝聚着宁波
持续10年的努力。”宁
波市司法局党委书记、
局长蒋文丰介绍，宁波
自2014年起通过建立
政府立法联系点和立法
志愿者队伍、创建“村
（居）民说立法”品牌、开
发数字化系统等改革措
施，不断拓宽公众参与
政府立法渠道。10年
耕耘，让宁波在今年 6
月成为全省唯一入选的
司法部立法联系点。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重大理念，宁波是如
何引导全社会“一起来
立法”的？记者近日赴
当地探访。

11月底，正是“红美人”柑橘的丰收

季，记者跟着宁波市司法局工作人员来到

位于象山县的高塘岛走访调研，途经的村

庄点缀着片片金黄色，采摘好的橘子成堆

铺在道坦上，村民们正忙着往拖拉机上搬

运。

“原来一到旱季就要为用水发愁，现在

村民不仅喝水问题解决了，农业灌溉用水

也有了保障。”放下手中的橘子，江南村的

村书记项国兴一脸喜悦地和我们描述着

《宁波市供水和节约用水条例》实施以后的

变化。

两年前，宁波市司法局工作人员驱车

100多公里第一次来到这个位于象山县最

南端的小岛，会同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和市水利局等相关人员举办了首场“村

民说立法”活动。当时，部分农村地区还在

使用村级水站，存在诸多问题，为了实现城

乡一体化发展和共同富裕，宁波计划制定

一部《供节水条例》。立法征求意见阶段，

有关部门特意选取了高山、海岛这样的特

殊地区听取意见，高塘岛就是其中之一。

“一到夏天，水的口感就不够好”“海岛

的农业用水靠天‘吃饭’，旱季的时候自供

水很不稳定”……2022年7月1日，来自5

个村的村书记和村民代表坐满了江南村的

二楼会议室。盛夏时节的高塘岛热浪滚

滚，但这场讨论似乎比天气还“热”，它打通

了立法意见征集的“最后一公里”。

后来，满载着民意的《供节水条例》顺

利出台，并于2023年7月正式施行，条例

中规定的相关部门应“定期对外公布水质

检测结果”“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活动”

等条款，就来自村民的意见。宁波市司法

局工作人员再次赶赴这个小岛召开意见反

馈会。乌岩头村的村书记郑国根对此印象

十分深刻，那一天，他和好几个村民都获得

了一张立法意见采纳证书，“还是玻璃相框

裱起来的，拿在手里挺有分量。”

得益于《供节水条例》的实施，宁波实

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去年底，高塘岛的村

民们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来自城镇管网的自

来水。郑国根说，如今，大家对立法已经不

再陌生，村里每个月例行开展的“村民说

事”会议还增加了“村民说立法”的内容，把

立法草案拿到会上讨论，收集到的立法意

见可通过司法所反馈到相关部门，“大家慢

慢有了参与立法的意识。”

谈起“村民说立法”的来源，宁波市司

法局立法一处处长林坚东总是要提到一段

难忘的经历。2021年底修订《宁波市最低

生活保障办法》时，团队去到宁海县西店镇

岭口村走访低保经办人和低保户，当时的

座谈会上，村书记站起来说了一番至今令

人动容的话，“各级领导来村里召开的会议

我参加过很多次，但是像这么一次立法座

谈会还是第一次见，你们能下来听老百姓

的意见，我真的很感动……”

“原来立法对老百姓来说并非一件无

感的事。”林坚东心里一颤，比村书记还激

动，从事行政立法工作多年，他们发现很多

人对地方立法都不了解，“大家都想当然地

以为立法是很高大上的事情，没有想到还

能到村里来征求意见。”

以往的行政立法过程中，主要由相关

部门按照程序对市级部门、各区（县、市）进

行意见征集，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很少收到

老百姓的反馈。从岭口村回来以后，宁波

市司法局便有了一个设想，要把立法意见

征求座谈会开到村里去，专门听取老百姓

的意见。

于是，从高塘岛出发，宁波市司法局一

支6人的立法团队，足迹踏遍了宁波的角

角落落。《宁波市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条例》

《宁波市母婴设施建设与管理办法》《宁波

市公共消火栓管理办法》……自2022年7

月以来，宁波市司法局共针对22件法规规

章开展了202场说议立法活动，参与3100

余人次，收到意见1730条，采纳538条，召

开意见反馈暨普法宣传活动45场次，颁发

意见采纳证书130份。

今年9月，《立法办法》走进宁波市江

北区外滩街道征集意见，居民代表徐虹珍

是第二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每次留下建议

的同时也没有空着手离开。这次，她收到

一个印着“村（居）民说立法”的白色礼盒，

里面是两条毛巾，盒子上还有一个二维

码。宁波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扫一扫这

个二维码，你还可以线上参与“说立法”。

这是宁波市司法局开发的“一起来立

法”意见征集系统，与以往通过网站公开征

集意见的形式不同，这个系统聚合了所有

公开征集意见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

草案，实现意见同台征集、智能分析。为了

降低公众提意见的门槛，工作人员还将草

案内容做成电子问卷的形式进行推广，去

年出台的《宁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条例》，

就在征求意见阶段通过问卷调查吸引了

2.3万余人参与。

动员全社会“一起来立法”

打通立法意见征集“最后一公里”

摊开的是生活 聚拢则是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