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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人大

集中代表智慧，聚焦安全生产。4
月24日，在邵阳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即将召
开之际，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列席代表
座谈会，面对面听取代表对安全生产
工作的意见建议，探索全面化、系统化
安全监管模式。12 名市人大代表聚
焦重点行业管理、安全隐患源头管控、
基层安全监管能力提升等方面，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今年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的开局之年，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提升本质安全，护航高质量发
展，是今后一段时期的主旋律，作为
人大代表，要服务中心大局，积极担
当作为。”市人大代表唐则俭表示，
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落
实，规范经营单位经营行为，推进企
业标准化建设。

安全生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
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市人大代
表祝松林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要
坚持不懈明责任、建机制，控源头、抓
整治，紧盯事故多发易发的道路交通、
城镇燃气、消防、建筑施工、矿山、烟花
爆竹、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
展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等攻坚行动，坚决防范
遏制事故发生。

随着城镇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生
产企业、城市居住人口相对集中，对基
层应急能力建设和公共安全设施保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人大代表邓拥
平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安全
生产基础性工作，因地制宜做好统筹
规划，涉及民生领域的安全整治应疏
堵结合，如园区企业建立联合救援机
制、居民小区建设电动车公共充电区、
居民住宅防盗窗预留逃生通道等。

“加强‘两客一危’、城市公交、出
租车、网约车等道路运营客运车辆安
全监管，加强国省干道和农村公路风
险隐患排查整治，对损毁及可能影响
交通安全的公路设施及时改造更新。”

市人大代表李小利就如何进一步加强
交通运输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提出
建议。

“建筑行业属于安全事故的高发
行业，要定期组织专业人员对建筑施
工企业、建筑施工项目进行指导，将安
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市人大代表
蒋元勇说，要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安全
意识，使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更上
一层楼。

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建议后，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作表态发言。市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周迎春在总
结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依托法治之力，展现
代表之为，助推更高水平的平安邵阳建
设。与会的相关委室负责同志认真记
录，分类研究，将有关建议纳入常委会
审议意见，交有关部门办理。

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深入推进
“法治护安人大行”，集中人大代表和
广大群众智慧力量，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两件大事，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切
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守好底线红
线。2022年，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就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题
询问，向市人民政府交办一系列具体
建议；2023 年，先后开展了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创新采取
“1+4+N”模式，即听取市、县（市区）
政府1次全面汇报，开展安全法考试、
暗访安全主体、问卷调查、基层走访座
谈等4项活动，深入N个风险隐患点
现场检查，推动执法检查提质增效。
在实地检查前，成立了暗访组，开展

“未查先访”，走访五级人大代表、村民
代表和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排查交
办整改具体问题 279 个。同时，各级
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深入一线依
法履职，积极参与实地检查、暗访督导
等工作，做好“宣传员”“监督员”“领航
员”，助力织密生产“安全网”，推动了
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向好，邵阳市
连续2年获评全省安全生产和消防考
核优秀单位，并获得省政府2023年度
真抓实干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成效明
显的市州表扬激励。

“要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加强安全
生产方面的立法调研、执法检查、专题
询问，推动法律法规深入贯彻实施。”
市人大社会建设委主任委员范珍萍表
示，要把安全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人
大履职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开展好

“法治护安人大行”等活动，以人大正
确有效监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护
一方安澜。

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杨霞）
4月25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情况的报告、市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这是继去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情况的专项
报告后，湖南省内首个开展该项工作的市州人
大常委会。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和宗旨的重大政治
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近年来，市
人大常委会持续加大生态环保领域立法和监督力
度，制定出台了9部环保领域地方性法规，连续8
年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报告，连续6年开展环保领域法律法规
执法检查。今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省人大常委会

“法治护绿”工作要求，又首次听取法检两院关于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专项工作报告。

今年3月初，市人大常委会就组织开展前期
调研工作，邀请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城建环资领
域代表专业小组成员和专家组成调研组，就有关
重点问题进行实地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中
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生态环境局有关
工作情况汇报，进行座谈交流，为审议法检两院专
项工作报告做好基础准备。

报告介绍，近年来，法检两院持续深化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工作，认真行使审判和检察职能，取得
了较好的经验成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环境资源
审判工作作为全市法院“一把手”工程，大力加强
专业审判队伍建设，实行院领导带头办理环资大
案、难案制度，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鼎新担任审
判长审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荣获2023年度全国法院系统环境资
源公益诉讼审判优秀业务成果三等奖，为全省法院环资领域唯一获
奖裁判文书。市人民检察院统筹发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
大检察”职能，依法能动履职，主动加强与其他职能部门协作联动，2
个案件被最高检推介，3个案件入选全省典型案例。报告还分析了
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下一步工作任务和建议。

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法检两院近年来生态环境司
法保护工作成效，并围绕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加强司法队伍
建设提升工作效能、深化执法司法部门的协同配合等方面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各级人大、政府以及法检两院，都要紧紧围绕推进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要求，认真依法履职、主动担当作为、形成工作合力，打好
立法、执法、司法组合拳，用法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助推
美丽邵阳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周迎春强调。

会后，市人大常委会还将形成审议意见向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
民检察院交办，并以此次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为契机，进一步提
高全市人大监督生态文明建设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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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
幸 通讯员 李娟） 为助推国
家 级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示 范 市 创
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打造法治建设和区位竞争“金
名片”，邵阳市人大常委会认真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的意见》和省委、市委有关部
署，于4月25日召开的邵阳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审议通过
了《关于加强行政违法行为检
察监督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
《决议》共十三条，明确了行

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中检察
机关、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审判
机关、监察机关等单位的职责,有
力支持和保障了行政违法行为检
察监督工作。

《决议》强调，加强行政违法
行为检察监督，是党中央赋予检
察机关的重大政治责任，全市各
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
织及个人要充分认识行政违法行
为检察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共同
支持和推动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
督工作的开展。

《决议》明确，全市检察机关
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
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
使职权的，依照法律规定制发检
察建议等督促其纠正，符合提起
公益诉讼条件的，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对应当提出检察建议等
情形的，进行调查核实。在履行
行政违法行为法律监督职责中
发现公职人员有涉嫌职务违法、
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依法移送

同级监察机关处理。
《决议》坚持问题导向，把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针对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衔接(以下简称“两法
衔接”)存在诸如“反向衔接”重
视不足、应移未移、应罚未罚等
一些相对突出问题，《决议》要
求全市行政机关应按照有关法
律规定及时将作出行政处罚的
行政执法案件信息录入“两法
衔接”平台，并保证信息录入的
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针对
个别行政机关对检察建议“回
而不改”、检察机关跟踪监督措
施手段尚显不足等情况，《决
议》规定，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应
建立联席会议、情况通报、案件
会商、案件督办等工作机制，强
化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的督导督查,并将检察建议
的落实整改情况纳入法治政府
建设重要内容，明确工作要求，
纳入考核指标，切实加强对行政
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的支持
和保障。针对当前“两法衔接”
平台各行政执法单位联络员制
度尚未建立健全的情况，《决议》
规定，行政机关应明确具体部门
统一归口管理检察建议的接收、
回复工作。

据悉，为确保《决议》的针对
性和科学性，市人大常委会前期
开展了深入调研，并召开关于加
强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座
谈会，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单位、人
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意见，经反复
修改论证后，形成《决议（草案）》
提请本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通过。

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

加强检察监督 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养 老 问 题 成 为 全 社 会 关 注 的 民 生
问题。

“健康养老需求催生康养产业，
该产业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经
济，发展潜力巨大。”市人大代表马莉
莉认为，养老产业作为一项民生工
程，中央及省、市均高度重视，并出台
了各项支持政策。发展并规划好康
养产业，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解
放社会劳动力，解决我国未来大量老
年人口无人照护的问题，具有重大的
社会意义。

马莉莉认为，目前我市养老机构总
体规模较小、运营不佳、服务质量良莠

不齐，养老市场总体为“六多六少”整体
格局，即半路出家多，专业机构少；休闲
机构多，医养结合少；小型机构多，规模
机构少；亏损机构多，盈利机构少；基本
服务多，进阶服务少；公立机构多，民营
机构少。

基于上述情况，马莉莉建议市委、
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康养产业发
展，以政策为支撑，以市场化运作为手
段，支持我市康养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整合全市康养市场，提升我市养老服务
能力与服务质量。一要出台全市统一
的康养产业发展政策，支持我市康养产
业做大做强。二要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对康养机构的资金、人员、场地等提出

具体的要求，确保其服务能力充分满足
老人需求。三要推行标准化管理与服
务，对无法实现标准化服务的、服务质
量不达标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机构
逐步淘汰。四要引导和支持规模较大、
管理规范、服务质量好的康养龙头企业，
通过并购、托管运营等方式，逐步整合康
养市场。五要针对老年人慢性病多、医
疗需求频繁的特点，推进医养结合相关
政策。六要建立起以公立养老机构为基
础，民营养老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公立机构满足民众保障性的养
老需求，民营养老机构满足民众个性化
的养老需求，并开展公建民营的合作运
营。

做大做强我市康养产业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展现代表之为 守护一方安澜
——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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