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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社会治理，“商量”画出同心圆
济南市政协创新建设“商量”平台，为城市发展凝聚各方力量

在济南，有这样一张“圆桌”：百姓与政协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围桌而坐，一起说问
题、谈看法、找对策，一起商量找到解决之道，在来言去语间凝聚共识。这就是济南市政协于2017年
创新建设的制度化协商平台———“商量”。

“政协‘商量’平台是济南的金字招牌。”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曾如此评价“商量”。7年
来，沾满泥土芬芳的“商量”实践更好地激发了基层治理新效能，凝聚共识画出同心圆，让“中国式商
量”更生动、更响亮。

李梦瑶 济南报道

接地气的“商量”助力
党政决策部署更科学

“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大明湖
的样子，真正成为济南的一颗璀
璨明珠、一张亮丽名片。”2024年
12月初，市民孙传彬站在济南市
明湖路上往北望去，大明湖变身
成“无界公园”，褪去此前因绿化
植被日渐高大形成的绿色“面
纱”，“一城山色半城湖”的美景
照进现实。

“大明湖的改造，‘商量’做
出了贡献。”孙传彬说。去年，在
大明湖南岸改造提升之际，济南
市政协围绕“明湖路上见明湖”
开展“商量”，政协委员、党派团
体、群众代表与党政部门，多次
来到大明湖附近调研，现场看实
情、谈想法、说对策，并开展集中
商量。孙传彬就在其中。

一条条建议很快展现在紧
锣密鼓的施工中，辽阔的湖景

“跳”至古城身边，新的泉城故事
越来越有滋味。

以上案例并非个例，2024年
以来，济南市政协围绕实施“千
村提升”工程、优化服务消费供
给、开放绿地空间、老商埠改造
提升等议题，组成专题调研团
队，为党政决策部署建言献策。

这一年，镜头记录下的每一
处商量都沾着“泥土”的芳香。泉
边湖岸、田间地头、社区楼宇、车
间民企，政协委员和职能部门通
过亲眼看、亲口问、亲身体验发
现问题；坐在马扎、台阶上商量
问题。“‘商量’过程中，大多聚焦
小切口、大视野的涉及群众切身
利益的实际问题，回应了基层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济南市
政协委员李建军说。

古城商埠双核联动整体提
升历史城区、在城市更新中加强
历史文化保护等提案，被纳入古
城保护提升规划与项目建设之
中。活态传承济南“非遗”、鼓励建
设非遗工坊等提案，在推进非遗名
城建设中得到落实。构建大旅游思
路凸显文化品质、加快文旅产业提
质升级等提案，助力文旅商融合发
展……一年来，济南政协开展了近
百次有碰撞、有共识的现场商量，
形成了十余篇意见实、成色足的建
言成果，在共商共量中有力推动党
政决策部署更科学。

打通协商民主
“最后一公里”

今年是商量走过的第七个
年头。7年来，为了能更多解决老
百姓实实在在的问题，济南市政
协持续打造的“商量”平台，也如
同大明湖美景一样，在不断改
进、升级、完善。

去年，市政协全面对标党中
央新部署新要求，制定《关于进
一步深化完善“商量”平台的意
见》，构建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

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
协商会为重点、以月度商量为常
态的“122+N”协商议政格局，推
动“商量”成为承载市政协协商
工作的综合“大平台”。不管是事
关省会发展的党政要事，还是关
切群众福祉的民生实事，都可以
在“商量”平台共商共量。

“商量”的触角也在不断向

基层延伸，向界别延伸。目前，全
市12个区县政协全部创建“商量
在区县”平台，部分街道村居也
开设了“商量”工作室，成为居民
提报问题、商议问题的固定场
所。一年来，全市政协组织上下
联动，市县“商量”实现周周有
约，先后上线36个专题，超过500
万人收听收看。

“商量”平台离群众越来越
近，“商量工作室”成为助推解决
基层社会治理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的有效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一次次“商
量”中，青年人的面孔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00后”也深入走进
了协商民主。比如，“古城保护”
专题商量，专门问计于青年。围
绕泉城特色风貌打造、历史文脉
与特色产业共融、创新让古城焕
发生机等方面，年轻人各抒己
见，看法让人耳目一新，给“商
量”注入了新活力。

此外，在2022年4月，济南市政
协开通了“码上商量”微信小程序，
搭建“全天候不落幕的协商平台”。
动动手指就能参与“商量”，越来越
多的市民把“有事好商量”当作发
表意见看法、参与民主政治的平
台。上线以来，仅扫码访问量已超
过400万次、留言3万余条。

2024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
济南市政协又接续组织了9场“商
量开放日”活动，邀请400余名政
协委员和群众代表走进“商量”、
了解“商量”、参与“商量”，亲身
感受人民政协制度化特色化协
商平台的独特魅力。

自“商量”平台创建以来,“商
量”的主题既有城市发展大计，
也有民生难题，从“创建文明城
市”到“推动乡村振兴”，从“发展
婴幼儿照护事业”到“建设青年
友好城市”，从“圆泉城人喝泉水
梦”到“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涵
盖经济、城建、民生、文化、生态、
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

把话筒交给百姓，不在于谁
“说了算”，而在于谁“说得对”。
当泉城“商量”走向全城“商量”，
一个个好建议、金点子，破解了

“急难愁盼”，让民生难事变成幸
福图景。

找到全社会意愿
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随着一场场“商量”的开展，
“商量很管用”逐渐成为各方共识。

2022年9月，市政协“商量”暨
重点提案督办活动举行，围绕

“品味泉城文化，讲好‘济南故
事’”，邀请部分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和部门代表共同商量，省委
常委、市委书记刘强出席活动并
讲话，市政协主席雷杰主持活
动。会上，刘强指出，政协“商量”
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的生动实践，是济南的金字
招牌。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政协
把“商量”平台越办越好。

如今，全市各区县党政一把
手高度重视“商量”，大力支持

“商量”，现场参与“商量”，推动
“商量”成果落实，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而这正是因为“商量”平台
坚持真商量，让各方意见表达出
来，将群众智慧汇聚起来，增进
共识、形成合力，为党政决策部
署提供智力支撑，为基层社会治
理汇聚广泛合力。

在济南市政协主席雷杰看
来，“泉城商量”平台也改进了以
往政协开放度不够、参与人员有
限的局限，打造更加为民、务实、
开放的协商平台，让政协工作更
加有实效。

如今济南市政协的各项履职
工作都与“商量”深度融合，形成了
相互赋能、互融共促的良好局面。
聚焦民主监督，确定年度监督性

“商量”议题，围绕建设无废城市、
实施雨污分流等开展协商式监督，
边调研边发现问题、边协商边督促
解决问题、边监督边建言献策。将
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
作为“商量”议题，围绕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等议题开展提案办理协商，
有效提升提案建议的协商深度和
办理力度。

人民政协基础在界别、特色在
界别、活力在界别。济南市政协将

“商量”工作与界别工作融合赋能，
在31个界别设立“商量工作室”，常
态化开展联系委员、服务群众等活
动，努力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
线，建立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联动
履职机制，百余名省政协委员参与
市县政协“商量”和服务为民活动，
共同答好“履职答卷”。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
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商量’是一个协商民主的
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各方不是

‘和’政协协商，是‘在’政协协
商。”雷杰说，为大局服务、为群
众服务是开展“商量”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通过“商量”更好地把
党政决策宣传下去，把群众诉求
反映上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营造和谐稳定氛围，
努力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

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刘强现场参加“品味泉城文化 讲好济南故事”集中商量。

“商量”调研组走进田间地头、农村社区开展现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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