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日上午，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
议开幕，来自各地的11位旁听群众代
表和委员们一起步入会场。继去年首
次邀请群众旁听后，省政协今年延续
了这个特色。

邀请群众代表旁听政协会议，
拉近了普通群众与政协委员之间的
距离，也给民声通达两会开辟了新
的渠道。这种方式对于增强政治生
活的透明度，促进人们政治参与意
识的提高，以及加强群众对政协工

作的监督，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根据《政协章程》规定，政协委

员的产生采取协商邀请制。经常看
到的情况是，各级政协委员多是在
各界别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其中
不乏企业家和文体明星等，我省政协
也集中了很多领域的精英人物。加强
与普通群众的联系，委员们能更好地
履职，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等政协职能的发挥，也离不开对群
众心声的倾听。去年6月，全国政协机
关专门召开会议，要求把组织开展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认真完
成全年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我省
政协会议邀请普通群众旁听，正是这
样一种积极举措。

普通群众走进政协的会场，也
有利于增强政治透明度，促进民主

参与的意识。这次参与旁听的群众
代表就普遍表示，通过了解政协会
议的运作形式等，对政治生活有了
更深的认识；再加上很多群众通过
自己向两会传递期待，也促进了参
与意识的增强。另外，每年的政协会
议，都会有不少委员做出精彩的提
案，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其中
就有很多涉及到老百姓关心的问
题。而参与旁听的群众，其实就是大
家身边的普通人，通过这样一个纽
带，参与政治生活的门槛在无形中
降低了，带动更多的人为我省发展
献计献策。

另外，旁听代表的存在，对委员
们以及政协工作而言也是监督的力
量。通常而言，两会的秩序要求是很严
格的，会场也是相对封闭的，有普通群

众参与旁听，就意味着多了一分监督。
会风是不是朴素节俭，委员们是否认
真履职，坐在旁听席上的群众代表一
目了然。而群众代表提出的一些意见、
建议，如希望旁听小组讨论等，则通过
媒体的报道以及与其他群众的交流等
方式广为人知，也督促会议组织者在
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

普通群众走进政协会场，是个
好的开始，联系群众不仅仅局限于
两会会期之内。从群众代表征集到
的意见来看，人们希望作为各领域
精英人物的政协委员，能够在平常
的工作生活中更关心普通群众的生
活，更多地把百姓心声带到会场上。
相比邀请群众代表旁听，建立政协
委员联系群众的常态化机制，或许
能够更好地发挥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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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群众进会场增强了透明互动

□本报评论员 赵丽

16日下午，来自德州教育专业
代表小组的4名人大代表，自发抽空
开了一次“会中会”，讨论即将带上
两会的建议。他们的做法表现出了
积极的履职态度，值得肯定。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向大会递交
议案、建议，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人大代表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
作为代表，如果在任期内能提出一件
或者几件有分量、有价值的议案或者
建议，那将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当
然，实现这一目标，不能只靠想想说
说，而是需要认真细致的准备。

近些年来，人大代表履职的热
情和水平越来越高，那种“会前不
搞调查、会中一言不发”的做法有

明显减少。许多代表把“上会”当成
一次考试，平时就注重深入公共生
活，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认真做好
调查研究。这些“功课”做好了，建
言献策的质量自然也会相应提高。

此次4位代表自发开“会中会”，
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这次“会中
会”很像一次业务研讨会，效果起
码有二：其一，通过集体讨论可以
实现信息共享，思想碰撞，有助于
代表完善自己的“点子”；第二，“议
论”过程中，一些社会意见集中的
事项自然会显现出来，代表们可以
对此进行重点关注。

除此之外，这种方式还有助于
形成你追我赶、互相督促的风气。

“会中会”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但是
进步就是从这样的小举动开始的。

葛“点”评 “入城”难在哪要多听听农民意见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会中会”是积极履职的好做法

□陈玮

省两会召开首日，不少委员、
代表都谈到了农村人口融入城市
的问题。记者采访也发现，一些进
城就业定居的农民，虽然已在城市
住了多年，但依然为户籍发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到
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切身利益，也关
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要
把好事办好，必须切实落实中央精
神，多听取利益主体的声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出
了明确方向和要求。这项工作涉及
到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基本公共服
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成本分担等体制机制，是复

杂的整体性大工程。显然，由于涉
及面广、投入大、利益主体多，推进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更要多听取相
关群众的声音，多了解他们“入城”
之路卡在了哪，有什么困扰和不
满。群众的意见既是督促和要求，
也是工作智慧的来源。只有做到这
一点，才能避免“事倍功半”，更避
免“跑偏”。

此外，各地情况不同，人口规
模、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等也
有差异。制定政策时不能“一刀
切”，要注重因地制宜，稳步推进。
具备条件的地方不能裹足不前，条
件暂不成熟的地方也不能一味“等
靠要”，而要积极地从力所能及的
方面做起。(作者为本报深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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