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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决定，充实完善发

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和措施。图为全国人大代表鼓掌祝贺决定获得通过。

本报记者 杨晋峰 摄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10月13日

至14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

协会副会长方燕在接受《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方

向道路、独特优势，其中包含了丰

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经验，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时期的发展

完善指明了方向。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会自

觉有效地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落实到履职中，坚持做有

政治站位的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做倾听人

民呼声的代表，成为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的忠实代言人；坚持做有专业

履职能力的代表，结合法律人的专

业特点提出更多高质量议案建议。

立身为旗，俯首为牛，肩负起人民

赋予的光荣职责，为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向往不懈奋斗。”方燕说。

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巨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我

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

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

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

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在履职过程中

深刻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

方燕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为有

效防止病毒的传播，人们佩戴口罩进行防护

已经成为日常的自觉行为，但方燕发现，在

疫情防控初期，大部分使用过的废弃口罩被

随意丢弃，并未得到妥善处置。此外，不少市

政部门及小区将公众丢弃的带有疫情传播

风险的口罩当作一般的生活垃圾处置，也存

在巨大风险。在调研之后，方燕提出了《关于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普通公众丢

弃的口罩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理的建议》。

  2020年1月30日晚11点，方燕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联络局提交了这件建议，1月31日

凌晨，她便收到了联络局同志的微信答复，

联络局的同志还将该建议制成海报，在全

国人大代表微信群里进行推广，并迅速推

动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实施。

  “一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

作都与代表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相牵。在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

这些年，切身体会到全国人大常委会、陕西

省人大常委会对于代表工作的重视，从他

们为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所做的

工作中，感受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巨大

优势。”方燕说。

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在各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我

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

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国

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

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

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工作上来。

  “我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

这些年里多次看到，也多次切身

感受到，党和国家机关是如何在

具体工作中回应群众呼声、解决

群众难题的。尤其是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的回应速度，让我记忆犹

新。”方燕说。

  2020年2月1日，方燕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未成年人

弱势群体保护的建议》，民政部在

2月11日下发的《关于做好因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的儿

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通知》中，要求

加强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

护缺失的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其

中便采纳了方燕的部分建议。

  “从建议的提出到民政部发

布具体通知，仅经过短短10天的

时间，让我看到了国家机关对代

表建议的重视，感受到了他们为

民解难的担当。”方燕说。

  方燕说，抗疫斗争伟大实践

再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

的显著优势，再次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

用，再次展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如何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

  “在履职期间，我充分感受到了全国人

大及其常委会坚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不变初心，也

感受到了党和国家机关是如何把人民当家

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各个方面各个

层级工作上来的。”方燕说。

依法履职展现新时代代表风采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人

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

政治立场，履行政治责任，密切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的风采。

  自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方燕先后提

交26件议案、107件建议，涉及弱势群体权益

保护、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法律援助、家庭教

育、环境资源保护、律师执业发展等不同领

域。其中，部分建议被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采纳。

  与此同时，方燕还经常投身到社会公益

事业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

方燕在提交了15件建议的同时，还积极组织

陕西省女法律工作者协会成员共同汇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热点法律知识问答》，成立

法律服务团队，进行防疫法律宣传和法律援

助，并一道捐款捐物，驰援武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主

政治真正做到了将民主践行到党和国家机

关的各层级、各方面、全过程，充分鼓舞着

各级人大代表发挥作用，为保障人民当家

作主汇聚力量。正是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牢固基石，有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完善，我作为一

名人大代表，才能够有一方天地实现为民

服务的理想。在今后的履职中，我会继续深

入群众听民意，建言献策为人民。”方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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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蒲晓磊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为新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提供了指引和遵循。”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财

经大学贸易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李秀香近日接受《法

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指出，我国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

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

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我深刻领悟到，作为一名基层全国人大代表，正

是全链条人民民主的重要一链和关键一环。我们一肩

扛着党和国家的重托，一肩担着人民的所思、所想、所

愿、所盼。因此，我们基层代表一定要把这个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最基础链条维护好、把握好、诠释好，做一个‘民

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好代表，使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能

够充分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成为实现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最璀璨的明珠。”李秀香说。

  李秀香的学习感悟，与她这几年的履职经历密切

相关。2018年，有家长陆续找到李秀香，向她反映自家

孩子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那个时候，李秀香对网络

游戏并不是太了解，对于家长反映的问题，她在收集

整理后，专门进行了调研。

  有的学生因为玩游戏缺钱而敲诈勒索，有的学生

因为沉迷游戏而沾染各种恶习……调研的结果，让李

秀香感到震惊与无奈，也让她意识到青少年沉迷网络

游戏的严重性。

  从2018年开始，李秀香每年都会提交关于预防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建议和议案，内容包括立法明

确网络游戏分级制度、建立国家级网络游戏防沉迷平

台等。几年下来，有的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时

有所体现，有的建议被写入相关管理部门下发的文件

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的声音得到倾听和

落实，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正是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具体体现”。

  李秀香说，代表要当好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

纽带，要多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难题、反映群众建

议，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

全国人大代表李秀香：

维护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最基础链条

　　本报讯 记者韩宇 近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

会议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好新时代人

大工作意义重大。辽宁省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向全省

各级人大代表发出通知，要求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自觉

牢记在心中，贯彻落实到行动上。大家纷纷表示，要毫

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

认真履职，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并在履职实

践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李宗胜表示，将把学习体会转化为履行人大代表职责

的动力，务实、踏实地联系人民群众，在履职过程中讲

好人大故事，让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说得清、听得

懂、看得见、摸得着，为实现人民群众对我国民主、法

治的获得感、幸福感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一名医务界的人大代表，要始终冲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第一线，发挥表率和带头作用。同时继

续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辽宁省人大代表、鞍山市中心医院大外科主任、

泌尿外科主任徐忠说。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我要倾听群众呼声，接

受群众监督，反映群众诉求。”凌源市人大代表、凌源

市四官营子镇党委书记裴建兵表示，今后将继续充分

发挥人大代表职责，身体力行深入基层，努力为家乡

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下一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以多种方式组

织全省各级人大代表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并切实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加强

代表履职培训、出台代表履职管理意见、推进代表联系

人民群众平台建设，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辽宁各级人大代表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

在履职实践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不久前在京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为新征程

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人大工作新局

面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进一步推动人大立法工作

带来新的契机。

  如何深刻领会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新时

代人大立法工作？如何推动立法工作高质高效发展？

如何讲好中国立法和法治建设故事？近日，全国人大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接受了《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

推动宪法解释机制落实落地

  记者：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

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健全宪法实施和监

督制度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重大法

治建设任务。您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该如何完

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

则得到全面实施？在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

检查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周光权：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全面依法治国

的重大原则和重点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贯彻实

施宪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树

立宪法权威，全面贯彻落实好宪法，建议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进一步推动宪法解释和合宪性审查工作。

  一方面，要深化宪法解释研究，丰富宪法条文的

时代意义，建立健全经常性、常态化的涉及宪法问题

的咨询、解释制度。尤其要考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名义积极作出宪法解释，让宪法制度看得见、摸得着。

  与此同时，我建议进一步改进全国人大宪法法律

委的工作方式。目前，宪法法律委的主要工作是统一

审议法律案，并在此过程中密切关注具体立法的合宪

性问题。建议考虑挑选个别明显与宪法相抵触、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或做法，就如何准确理解宪法精神、确

保宪法正确实施等，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择机启动第

一次合宪性审查程序，推动宪法解释机制落实落地，

更好发挥宪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重要作用。

打造“升级版”刑法典管长远

  记者：在推动法典编纂的大背景下，下一步，哪个

立法领域比较适合进行法典编纂工作？

  周光权：我认为，基于法典编纂的理念，目前，可

以考虑全面修订刑法典，将打造“升级版”刑法典提上

议事日程。

  刑法是重要的部门法，对刑法进行法典化改造极

有必要。重视“刑民共治”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具有重

要意义。从世界范围内看，凡是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法

系国家，在编纂科学完善的民法典同时，也都制定了

内部结构合理、体量大、引人注目的刑法典。尤其是德

国、日本的刑法典，自颁布以后作为“核心刑法”，已持

续发挥作用100年以上。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1979年刑

法以及经过1997年修订的刑法，其实都具备法典的诸

多特征，已是实质意义上的刑法典，只是制定现行刑

法时处于一个法典化立法意识相对薄弱的时代背景。

因此，我认为，当下有必要结合法典化的理念，考虑全

面修改刑法，大幅度提升法典化水平。全面修订刑法

典的必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这是新时代提出的基于法典编纂理念全面

修订刑法典的新要求。其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全面

修订刑法典已有良好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基础。最

后，刑法与“周边”法律的协调需要通过全面修订刑法

典统筹解决。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刑法与其他

刑事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监察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

谍法以及即将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的协调和衔接；

刑法与民法典、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等其他

部门法的衔接；刑法与社区矫正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法的协调等等。此外，刑法条文数多，其自身存在不协

调，尤其是处罚标准的不协调，这个问题如果累积到一

定程度，则难以再依靠传统“修正案”方式解决。

  鉴于此，建议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的指引

下，遵循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有序开展刑法全面修订

工作，尽快启动相关调研，洞察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密切关注其他部门法立法活跃化的现实，稳步推进调

研、起草、整合以及刑法典大规模修订工作，打造一部

能够管100年甚至更为长远的刑法典，大幅度提升我

国刑事领域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向世界法治

文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及时对外发声讲好立法故事

  记者：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近些年来，立法机关关

注社会热点，及时作出回应，制定修改了多部法律解决

人民群众关切的现实问题。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存

在一些对立法不理解的现象，甚至还有一些批评的声

音。您参与立法工作多年，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在发出

人大声音方面，立法机关应当如何努力？

  周光权：当前，立法活跃的趋势，是所有人都必须

面对的现实。我国活跃化的立法始终关注转型社会的

现实问题，其具有实证基础，保持了立法的明确性，能

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指引，处罚也相对合理，做到了

罪刑相当、过罚相当，具有合理性。但是，也应当看到，

社会上确实存在对立法不理解，甚至一味进行批评、

抵制的声音。这种声音，有时是相关立法所涉及专业

领域的少数学者发出的。我不是说现在的立法不允许

批评，其实，具有合理性、建设性，尤其对今后的立法

修改完善有价值的意见，立法机关是非常乐于听取

的。我自己也从事法学研究，深知法学家的独立思考

以及各种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对于完善法治的

重要性。最近20年来，我一直提倡并积极投身刑法学

的“学派之争”，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这充分说明我

赞成批评有助于法学发展的主张，对于“有技术含

量”、建设性的批评是完全不抵触的。

  但是，目前针对立法的有些批评意见非常激烈，

已经不是善意的批评，所提出的也并非具有建设性的

完善性意见，而是逐条批评式、情绪化、颠覆性、全面

否定的意见，这些明显“过火”的批评意见在现代网络

社会通过自媒体传播之后，影响很广，也很有煽动性，

容易给人造成立法有很多漏洞甚至每一条都不合理

的误解。这些声音的存在，不但影响了立法权威性，也

不利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不利于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因此，有必要在立法过程中以及法律通过后，及时发

出人大的正面声音，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

  实际上，立法意味着平衡和决断。学者先预设出

一个法学思想的分析框架，再去批评为完成现代性社

会治理任务而制定的法律条文，对立法进行批评的意

义是有限的。立法的实际效果不会因为学者的批评而

消失。过度的立法怀疑主义势必从一开始就将法学理

论和立法实践对立起来，将会遏制法学对未来的立法

科学化产生具体影响的机会。因此，要通过及时发出

人大声音让学界明白，在立法活跃化时代，法学研究

必须尽快实现观念论的转变和方法论的拓展。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经建立了新闻发

言人制度，法律通过后也有一些宣传方案，立法起草

人员也多次在关键时刻对外发声，对于宣传社会主义

法治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在发出人大声音

方面，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多。比如，在立法过程中，多

听取社会各界包括法学界的意见，尤其要注重听取不

同意见，多做解释工作。又如，立法通过后，从事起草

工作的同志应积极参加各种研讨会，甚至可以考虑以

法工委相关室的名义联合部分法学院系、研究机构举

办多种形式、不同规模的研讨会，把立法意图、立法争

议问题、立法背后的考虑因素等讲清楚，促进立法和

法学研究的良性互动。

  总之，如何改进方式方法，讲好立法故事，宣传人

大立法工作，最大可能地消除误解、凝聚共识，共同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代信息社会立法工作面临

的新考验。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立法工作
访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