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民主政治·人大
审稿：谢恩桂 责编：刘小幸 版式：肖丽娟 总检：李九昱 2016年12月26日 星期一

“常思利民之策，及时反映人民
的呼声；常行为民之举，只要是有益
于人民的事，就义不容辞地做好。”
这是连续三届当选为邵阳市人大代
表的洞口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董事长肖冬红为自己定下的行为准
则。从当选市人大代表的第一天
起，她就秉承“人民选我当代表，我
当代表为人民”的理念，紧密结合自
身实际，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提出
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做大做强古
楼云雾茶产业，大力开展产业扶贫，
带动洞口县山区农民种茶致富，赢
得了百姓的信任与尊重。

“我作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市
人大代表，不仅要把自身企业做大
做强，带动一方经济，更应该倾听群
众呼声，准确反映民意，做好群众的
代言人。”作为一名来自基层和民营
企业的市人大代表，肖冬红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了
解基层民情民意，积极撰写议案和
建议，为百姓代言。

2013 年，肖冬红在广泛调研基
础上提出的《加快加强洞口茶产业
发展》的建议，受到洞口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并予以采纳。基于此建
议，洞口县委、县政府将加大种茶企
业和农户奖励列入了推进洞口农业
产业化奖励 27 条。2015 年，肖冬红
提出的《整合我市茶资源 打造邵
阳茶叶品牌》建议案被市人大列为
重点督办落实的提案，并由此催生
了市茶叶协会，为全市茶产业抱团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为民代言、依法履职的同时，
肖冬红始终不忘百姓福祉。肖冬红
说，作为企业家，在企业发展壮大的
同时，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特别
是身为人大代表的企业家更应该带
头履行社会责任，自觉反哺社会、造
福百姓。

2013 年以来，肖冬红引领洞口
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依托古楼
雪峰云雾茶品牌，采取“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贫困农户”的产业扶
贫到户模式，带动山区贫困户种茶
脱贫。近几年来，该公司为（贫困）
茶农统一提供茶苗，统一技术管理，
统一农用物资投入，统一采摘标准，
统一收购价格。茶叶三年收益，五
年丰产，收益周期五十年，每亩每年
可为贫困户增加收入 4550 元，引导
山区贫困户真正走上产业脱贫增收
之路。截至目前，已有308名贫困人
口通过茶产业实现脱贫。

“我种了一亩多的茶园，年收入
要是采完（茶叶）之后，大概是几千
块钱一年。现在在茶场做工，一年
大概收入是两万多元。现在基本上
脱贫。”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茶农陈
继光表示。

洞口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

的产业扶贫模式不仅从根本上解决
了贫困农民脱贫增收问题，还对保
持乡风文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这次参加邵阳市第十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准备向大
会提交《关于发展茶叶产业助力精
准扶贫》的建议，建议把邵阳茶叶产

业发展与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最
大限度地动员贫困户参与到茶叶产
业发展中来，加快茶叶产业扶贫攻
坚步伐，以繁荣的茶叶产业带动广
大山区贫困户脱贫增收、持续增
收。” 肖冬红信心满满地说。

（记者 刘小幸）

铁肩担重任 履职为百姓
——访市人大代表、洞口古楼雪峰云雾茶有限公司董事长肖冬红

本报讯 12月22日，隆回县金石
桥镇珀塘小学和龙口小学的孩子们在
新教室里愉快地学习。这是该镇人大
落实代表建议为民排忧解难的一个缩
影。

金石桥镇珀塘小学和龙口小学地
处偏僻，都因地域和生源等原因，8年
前在调整学校布局中，两所学校均被
撤并。珀塘村的孩子只好到3公里以
外的镇中心小学和临村的洞下小学去
读书。龙口村的孩子只好到4公里以
外的游家桥小学和新化县的青江小学
去读书。学校的撤并给两村的孩子们
上学造成不便，加之80%的孩子是留
守儿童，学生家长更是放心不下。

近两年来，两村生源上升，为此，
该镇的县、镇人大代表通过广泛走访
调研，先后向县、镇有关部门提出《请
求恢复村小学方便学龄儿童就近入
学》的建议，引起了县、镇有关部门和
当地政府的重视。在两村干部和群众
的要求下，上级根据教育部出台的《规
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
见》中，关于“已经撤并的学校或教学
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的精神，批准
了恢复该两村小学。珀塘村拆除了原
来的旧校舍，立项投资130多万元，修建
了一栋三层六间教室的新教学楼和配
套设施。龙口小学过去依附在郑氏祠
堂中，现在新辟校址，立项投资130多万
元修建了新学校。该村党支部书记、县
人大代表罗忠伟，还四处奔走引资70余
万元，解决师生生活用水、硬化操场、修
建进校公路和绿化校园。

两村小学的恢复，圆了总共 220
多名山区留守儿童的就近入学梦。

（刘小幸 陈甫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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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建议
力促两所小学恢复

日前，就社会普遍关注的地方立法权问题，
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1、问：您好。我们想请教您社会各界关注
的一些问题，首先请问什么是地方性法规立法
权？具体范围怎么规定的？

蒋耀华：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是指省、自治
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新修订立法法规
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可以对城乡
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
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2、问：我市什么时候获得地方性法规的立
法权？请简单介绍一下具体经过。

蒋耀华：2015 年 3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修正案，根据十八届四中
全会关于依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立法权
的精神，依法赋予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委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
保护方面的立法权。2016 年 2 月，我市通过省
人大的授权验收，2016年3月30日省人大十二
届二十一次常委会决定依法授予我市在上述三
个方面地方性法规立法权。

为了获得这个立法权，我市做了大量卓有
成效的工作。市委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牵头，
市人大常委会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筹
备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筹备工作实施方案，在机
构编制设立、立法队伍组建、规范性文件清理、

立法专家选聘、立法机制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工作。经充分准备，并报上级批准，2015年
11月30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决
定设立法制工作委员会；2016年1月15日市十
五届四次会议决定设立法制委员会。2016年2
月底，顺利通过省人大对我市地方性立法筹备
工作的验收。

3、问：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蒋耀华：制定地方性法规应当遵循宪法和

法律的基本原则，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
家整体利益出发，不与国家宪法、法律和行政法
规及省地方性法规等上位法相抵触，维护社会
主义法制的统一。

4、问：地方性法规立法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蒋耀华：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一是立法准

备阶段，通常采取媒体公告、组织座谈、立法调
研和听取代表意见等形式，公开征集立法项目，
制定年度立法计划，明确年度立法项目。二是
立法实施阶段，主要完成法规文本的起草，一般
专门委员会与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共同完成，市
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以后，以地方性法规案
的形式报市人大常委会。三是立法审议阶段，
首先由专门委员会初审，而后报人大常务委员
会会议进行三次审议。审议期间，法制委员会、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
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听取
各方面的意见。四是立法审批阶段，法规案经
审议通过以后，报省人大审批和国务院备案。

5、问：获得地方性法规立法权，对于我们邵
阳市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有何重大意义？

蒋耀华：众所周知，立法是国家的重要政治
活动，立法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
会极其重要的职权。地方拥有立法权，至少有
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推动工作创新，提高
法治水平。过去由于没有地方立法权，我市始
终缺乏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律规范，地方治理主
要依靠政策文件，具有可设内容有限、稳定性不
足、权威性不强等弊端。因此我市在今后的社
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将形成在国家法律基础上，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政策性文件相配套的合
理局面，这将大大提高我市的社会治理水平。
二是改善民生民利，促进社会和谐。城乡建设
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个方面，与
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比如，从城乡建
设和管理看，包括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
政管理等；从环境保护看，包括大气、水、海洋、
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物；从历史
文化上看，包括自然遗迹、人文遗迹等。我们针
对民生问题最集中、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领域立
法，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增强全民法制观念，
提高法治邵阳水平。三是拓宽参政渠道，共建
美丽邵阳。获得地方立法权后，地方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职能将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刚性
化，将拓宽社会各界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促进
经邵阳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健康发展和跨越
发展。

6、问：社会各界在立法中可以发挥怎样的
作用？

蒋耀华：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
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具
体地说，我们社会各界可以在三个环节参与我
市的地方立法活动。一是制定地方立法规划和
立法计划环节。立法法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
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
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
计划，应当认真研究代表议案和建议，广泛征集
意见，科学论证评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
法治建设的需要，确定立法项目，提高立法的及
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
计划由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并向社会公布。二
是起草地方性法规环节。立法法规定，专业性
较强的法律草案，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
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
位、社会组织起草。因此我市行政机关、科研院
所、大专院校等专业性强的机构，都可以在我市
的地方立法起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立法法
还规定，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采取座谈会、
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有关机
关、组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
见。法规草案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因
为立法事关我们每位市民的切身利益，所以我
们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提出意见，使我市的地方
性法规成为具有明显地方特色，可操作性强，人
民群众欢迎的善法。三是地方性法规颁布实施
后，对法规实施效果的意见反馈。法律的生命
在于实施，地方性法规制定的怎样，需要到实践
中检验，因此在法规实施过程中，社会各界、人
民群众同样可以发挥监督、检验的作用。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耀华就地方立法权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编者按：邵阳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选举产生以来，各条战线
上的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全市中心
工作，心系发展，关注民生，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扎实工作，倾情
履职，甘于奉献，充分展现了人大
代表的时代风采。即日起，本报
开辟《代表风采》专栏，对优秀人
大代表事迹进行报道。

12月22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丽莎来到“双联”企业湖南湘中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家属区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刘小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