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就任“小巷总理”

昨日，当记者采访我市第一届大学生社区主任史

新林时，他对当年到社区当主任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２０００年，二七区有关领导到沿海城市考查学习
后，做出了一个带有轰动效应的决定：面向社会招聘

大学生社区主任。消息一公布，就吸引４００多位报名
者，经过笔试面试，最后，４９名大学生留在了社区，
当了“小巷总理”。资料显示，这也是我省第一次招聘

大学生社区主任，这件“新生事物”也迅速成为众多

媒体争相报道的“猛料”。选聘大学生担当社区主任

的做法，很快被我省许多城市复制，成为开创基层工

作的一个创新之举。

这一年，史新林到二七区福华街办事处苗圃社

区就任社区主任。当他把“苗圃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换

成“苗圃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公章时，其意义决不是增

添两个字这样简单，他用一种新的工作方式让辖区

居民认识了社区的含义，让居民学会“有事找社区”。

上任后史新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解决社区

“急、难、愁”的问题。他召集楼院长、社区居民、辖区

公共单位代表坐在一起，举行听证会和座谈会，讨论

旧楼院要不要全面改造，以及如何协调铁路单位，改

造资金来源等问题，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讨论，最后按

照听证会上大多数居民商定的办法施政，苗圃社区

楼院进行了彻底改造。在史新林最初当社区主任的

两年，仅居民听证会就举行过五次，包括启动苗圃市

场、为居民楼院安装天然气等关系居民生活的问题。

２００３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就如何围
绕居民开展社区工作专访了史新林，郑州的基层社

区工作经验引起全国关注，大批社区工作者来苗圃

社区参观学习。

社区在变化。这个信号开始深入居民心。从一个

提兜一枚公章的“皮包式”居委会，到有情必知、有求

必应、有难必帮、有困必助、有忧必解，社区由单一的

居住功能，也逐渐变为市民提供救助、医疗、教育、娱

乐等综合服务中心。

社区建设的“三级跳高”

“我们社区的工作用房，比区政府的办公

楼还要漂亮”。说这话的是嵩山路办事处亚星

社区的一位居民。

亚星社区新投入使用的社区服务中心，有

整栋楼规模，分上下三层。入口处有一个大型

电子显示屏，是各个活动室的导示图。装修一

新的学习室可容纳百余人，室内配有桌椅及电

脑投影设备，从周一到周五，社区组织老师向

市民讲授电子、卫生、法律、插花、美术等他们

爱学的课程，让市民不出家门口就能接受各种

需要的教育。社区服务中心还设有居民会议

室、健身房、娱乐中心、图书室等。

“这样漂亮的社区服务中心，在几年前还

是不敢想象的”。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处的一位

工作人员说。在“居委会”时代，办公用房不到

１０平方米，连个办公桌都放不下，好多居委会
主任都是在家里“办公”。２００２年，我市把社区
建设“三个一工程”列入市政府当年为群众办

的十件实事之一，市、区两级财政累计投入资

金 ６０００多万元，建成社区综合服务用房
１１．４２万平方米，平均每个社区居民活动中心
１４３平方米，每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１５９平方
米，每个社区警务室 ３７平方米。大大改善了
社区的办公条件。对于新建社区、薄弱社区的

建设，２００５年市政府又出台决定，以各区投入
为主，市财政拿出 １５００万元奖补资金，用三
年时间，使全市所有社区综合用房面积全部

达到４００平方米以上。

公共财政倾斜民生。我市在改变社区办

公用房的同时，大力推行人居工程建设。以建

设最适宜居民居住的小区为突破口，大力改

善居民生活环境，通过对居民楼院栽植绿树、

粉刷墙壁、安装电子监控系统等系列美化和

安居工程，一些灰头土脸楼院变为环境优美

的居民家园。一批外观整洁优美，内部设施规

范有序，基础设施面貌一新的社区也出现在

市民面前，金水区、二七区、中原区还荣获了

“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称号。

从 １９９８年至 ２００２年的起步整合阶段、
２００３年至 ２００４年的发展建设阶段，到 ２００５
年后的发展提高阶段，我市社区的建设实现

了三级跳。每一跳，都迈向一个新高度；每一

跳，都让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水涨船高。

民主铿锵迈步走向新时代
本报记者 汪 辉 文 李利强 陈 靖 图

鼎鼎新新国国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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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年

１７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透视“旁听”、“听政”、“评议”等彰显民主字眼，无不折射出———

４月２８日，对于上街商业街社区的耿菊花来
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上午，作为一名旁听公民，她不仅旁听

了大会，还在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旁听公民座

谈会上，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和盘托出。

相对于耿菊花而言，吴先生参与的形式更为

轻松自然。因为有了“郑州人代会博客”，他坐在家

中，轻点鼠标，就快捷地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沐浴和谐春风，感受和谐民主，在参与政府决

策、社会管理、民主监督中，亲身感受浓厚民主气

息的公民，并非个例。

３０年来，在民主铿锵渐进过程中，公民参与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参政议政的舞台也越来越广

阔。透视“旁听”、“听政”、“评议”等彰显民主字眼，

无不折射出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程度日益加

深，在越来越多的公共事件中，政府与民意之间的

良性互动关系正在形成。

旁听 让公民与民主监督零距离

前一阵子，耿菊花没有闲着，又是打电话咨询，又是

查阅资料，忙得不亦乐乎，作为一名基层社区人员，她与

其他２９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士一道，旁听了市十二届人
大六次会议，成为第三批旁听市人代会的公民。

１９９９年 ６月 ２３日，市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通过的 《我市公民旁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

议试行办法》规定，在举行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根据

会议议题需要邀请年满１８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公民旁听，名额一般为６至９名。从市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开始，根据会议议程安排，每次会议拟邀请

６至１５名本市公民旁听会议。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７００
多名公民旁听了市人代常委会，９０人旁听了市人代会。
２００６年 ２月 ２５日，在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上，孙云鹤等３０位公民幸运地成为大会参政议
政的见证者。作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举措，这

是我市首次允许公民旁听人民代表大会。

此外，博客、个人网站等新载体汇聚民智民意。２００７
年，市第十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开通了“代表与市民网络

互动博客”。这是国内第一个人大网站主办的“人代会博

客”。２００８年，市十二届人大六次会议开通了“郑州人代
会博客”，不仅提供了人大代表与市民交流的平台，还多

了“政府回应”的内容，从双向互动变为多向互动。

民主开放，务实高效，关注民生，共建和谐。如今，“两

会”以越来越开放的姿态走进普通百姓的视野，“两会”上

一个个细微的变化传递出一股清新和谐之风，孕育更多

新的希望。

听证 让百姓享受更多民主权利

４月 ２９日下午，市物价局召开“我市物价局关于完善
公交票价体制、建立票价优惠机制简易听证会”，在全市又

掀起了一场风波。

由“关门定价”到现在的开门定价，由“暗室作业”到

现在的“阳光作业”，自上世纪 ９０年代末听证会被引入公
共决策程序后，它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也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１９９６年，我国颁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引入了行政

听证程序。之后，《价格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都

引入了听证程序。行政听证程序赋予公民特定的权利，以

制约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将行政主体纳入民众

的监督范围内。

近年来，我市在听证会公开化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

索。早在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５日，市物价局召开了“我市自来水
价格调整听证会”，这是我市首次召开价格听证会，也是全

省首次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此后的几年中，我市又

先后召开了厢式货车、公交电子车票（ＩＣ卡）、动物园门
票、城市集中供热、自来水、城市公交月票、城市出租车等

重要商品和服务价格调整听证会。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９日，在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
会议上，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岳修武掷地有声地说：

“加快大郑州建设步伐，要下决心对立法工作进行规范和改

革，实行立法听证制度。尤其是对涉及收费罚款的规定，更

要十分慎重、从严把握，努力避免和防止部门利益倾向。”

几年来，市人大常委会一直在探索民主立法的新途

径，扩大人民群众对立法活动的有序参与，促进立法的民

主化与科学化。立法听证、公民旁听等形式的群众参与立

法活动越来越普遍，不仅成为我市地方制度创新体系的内

在构成部分，也已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和标志。

评议 敞开公众参与监督之门

如果说旁听、听政，还是少数公民能参与的民主形

式，对于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说，在行风评议方面，他们有

更多的“话语权”。

“进政府机关办事，有没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呢？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怎么样？群众评评看。”１９９８年，
我市启动民主评议工作。２００２起，全市逐步加大了民主
评议工作的力度，注重在增强实效上下工夫，评议的社会

影响逐年提升，评议的综合效应凸显，为推进政风行风建

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自市纠风办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全市年终总评
样本量达 ３００００个，２００４年年终总评样本量达到 ５００００
个，２００５年年终总评样本量则达到 ６００００个。２００３年行
风评议范围确定在４５家市直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和 ９家
垄断性经营行业，２００６年民主评议涉及被评议单位达 ７１
家，２００７年涉及７６个被评议单位。

我市还积极创新评议测评方法，２００５年开展的千家
企业评议政府职能部门活动，在全省是首创。同时，我市

还推行网络评议，开通行风热线，开展评议代表重点评

议，推行评议质询制度等。

“问渠哪得清如许牽为有源头活水来。”民主评议政风
行风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紧贴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紧贴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紧贴纪检监察工作的实

际需要，形成了依靠党和政府、纪检监察机关、被评部门

和行业、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局面。

“问卷在群众手中，答案却在平时的工作里。”对被评

单位来说，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评议

日益成为政风行风建设的不竭动力。参评的每一个部门、

行业都非常重视。

通过评议，政府部门的执政理念和公用事业单位的

服务意识发生了根本转变；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监督意

识普遍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为政不廉现

象明显减少，吃、拿、卡、要的歪风大大收敛；社会各界满

意度不断提升，去年我市５０家市直单位平均综合满意率
为９２．１５％，较２００６年提升７．６２％。２６家公共服务行业平
均综合满意率为８７．１８％，较２００６年提升１．３１％。

从居委会到社区的变革

管窥民生精彩转身
本报记者 安群英 文／图 社区是舞台

有我更精彩

“社区稳定则社会稳定，社区欢乐

则居民欢乐”。现在已经走上二七区民政

局副局长岗位的史新林这样对记者说。

社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区，社

区也给了市民一个缤纷的世界。

在我市６００多个社区这个大舞台
上，数百万市民是最优秀的编剧、导

演、演员。

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集纳了社

区工作者和市民的智慧。金水区开展

的评选绿色家庭、环保家庭、学习家庭

的活动，把敬老孝亲、和睦邻里、学习

创新的种子播撒到居民心田。管城区

举办了四届邻居节，白周梅大妈给小

游园的“邻居树”培土的照片，感染鼓

舞着在场的每个人。敲锣打鼓披红戴

花，二七区嵩山路办事处把社区居民

推荐评选的“好婆婆、好媳妇”送到娘

家，用市民最喜爱的方式，建设和谐高

尚的社区文化。

十年建设，我市社区文化建设取

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百腰鼓队、夕

阳合唱团、科普大学学员活跃在社区，

扭起秧歌就像回到年轻时代的老大

妈、幸福像花儿一样奔跑的孩子，带给

市民更多的温暖和感动。

十年建设，让更多年轻有为的大

学生走进社区。在２００６年进行的换届
选举中，当选社区成员的大中专学历

达 １５０８人，占选任总数的 ５２．５％，比
上届提高５％。社区干部平均年龄３８．２
岁，比上届下降 ４岁，文化程度的“一
升”和平均年龄的“一降”，给社区的发

展注入活力元素、知识元素，让社区成

为吸引优秀人才的洼地，也必将给社

区带来更大的发展，探索出不同时期

城市基层管理的新模式。

一枚公章，一个提包，一位退休的老太太，这

就是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之初，“居委会”留给市民
的印象。

２０００年，当“社区”一词第一次出现在郑州
的媒体上时，对于市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时髦

的用语。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到，从

“居委会”到“社区”的称呼之变，是基层工作从管

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