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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完善年度立法建议项目征集、法
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立法调研、论证评估、立法听证、立法
协商等制度，将“开门立法”贯穿立法工作的全过程，通过多
种方式广泛听取民声、吸纳民意、汇聚民智，力求让每一部
法规都满载民意、贴近民生、顺应民心。

比如，在制定《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过程中，市人
大常委会充分发扬民主，综合运用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
调研等多种方式，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在硚口区汉水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听取意见时，市
民王女士提出希望立法关注托育服务安全问题，这一建议
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共鸣。市人大常委会委托13个区
人大常委会组织辖区人大代表深入调研，并组织专家论证
评估，在条例中对从业人员资质条件、行为规范以及托育
服务组织安全防范措施、应急处置机制等作出明确规定，
有效提升了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为制定出高质量的法规，市人大常委会扎实开展托育
服务立法问卷调查，针对托育服务机构、幼儿园和托幼一体
服务机构、0—3岁幼儿家长等托育服务主体，制作3类调查
问卷，回收问卷近400份，收集意见600余条。这些数据和

意见为法规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在《武汉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审议修改过程

中，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多场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科技
领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实验室等多方面的意见建议，
使法规更加符合科技创新发展的实际需求。

在提高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深度方面，市人大常委会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优
势，邀请相关领域代表参与立法调研、审议、修改等，将代
表议案建议的办理与编制立法计划、制定修改法规紧密
结合。

此外，市人大常委会还注重发挥武汉立法人才聚集
优势，在法规立项、起草、修改等各个环节，听取人大代
表、立法顾问、专家学者、专业研究机构的意见，研究解
决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提升法规制度设计
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去年，组织立法顾问、相关领域专
家参与立法工作 200 余人次，江汉大学专家团队、市社
会科学院专家团队分别全程参与《武汉市终身学习促进
条例》《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的立法工
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法治是重要保障，而立法则是法治建设的基石。近年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立法工作中深入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立足武汉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注重有效管用，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努力让每一部法规都凝聚人民智慧、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

为加快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在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中当好龙头、走在前列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校准立法“航向标”

今年3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5年立法工作推进
会。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
立法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此次会议上，2025年立法工
作计划经市委审定后正式出炉，聚焦改革发展的关键领
域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安排8件立法项目、5件立法
调研项目。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
府依托、社会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主动将立法工作融
入党的工作大局，认真落实市委提出的立法意见，使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规制度，实现立法决策与
改革发展决策精准有效对接。

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市人大

常委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重大立法事项及时向市
委请示报告，自觉在市委领导下开展立法工作；同时，充
分发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对立法工作的全程领导和把
关作用，压实立法相关单位在法规草案起草、审查等工
作中的分段把关责任。

市人大常委会坚持把立法工作放到服务全市发展
大局中来谋划和推进，将党委的决策部署、政府的治理
需求和群众的利益诉求有机融合。近年来，市人大常委
会按照市委部署要求，聚焦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基层社会治理、历史文化保护等领域，科学研究制定
立法工作计划，出台了一批具有全国全省影响、富有武
汉地方特色的法规。

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
织密法治“保障网”

2025年4月23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武汉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待报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制定该条例，是市人大常委会
今年加强新兴领域立法的积极探索，对于推动武汉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经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研论证、反复修改完善，
该条例充分吸纳各方面意见建议，重点围绕科技创新中心
规划与建设、创新主体与活动、创新人才、产业创新、科技金
融支持等方面作出规定。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聚焦新兴
领域立法，积极探索创新。《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
条例》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专家学者、企业等各方面的
意见，针对社会公众关注的产品质量安全、网络安全、道路
交通安全等问题，设立相关制度，规范和促进产业发展；出
台副省级城市首部人力资源市场促进条例，促进了人力资
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武汉市终身学习促进条例》明
确市民自主学习在终身学习中的基础性地位，“全民终身学
习活动周”的规定得到人民网、中国教育报等媒体点赞，该

条例助力武汉荣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称号。
恪守立法为民理念。市人大常委会把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首位，围绕民生领域
立法持续发力，用法治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保驾护
航”。

随着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市人
大常委会迅速响应，将制定《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列
为立法项目。2024年10月1日，这部全国首部托育服务专
项法规正式施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带娃难’问题在双
职工家庭中很突出，有了这个《条例》，心里踏实多了。”年轻
妈妈杨静道出了众多家长的心声。这部法规不仅是以地方
立法形式规范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创新举措，
填补了托育服务领域的法制空白，更体现了武汉在保障民
生方面的积极作为。

近年来，围绕“老有所养”“学有所获”“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等方面，分别制定了《武汉市养老服务条例》《武汉市
终身学习促进条例》《武汉市住房租赁条例》《武汉市法律援
助条例》等，构建起严密的法治网络，以法治保障人民权益、
增进民生福祉。

2024年3月，汉阳区江欣苑社区被确定为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湖北省第
二个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也是全国首个社区类型的

“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年多来，江欣苑社区积极
组织居民参与立法工作，先后就10余件法律法规草案
提出意见建议，其工作经验得到了全国人大、省人大的
肯定与推介。

基层立法联系点是连接立法机关和基层群众的桥
梁纽带，是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推进民主立法的重要平
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自2013年
开始探索，经过多年发展，从最初的5个基层立法联系
点，逐步拓展到如今的22个国家、省、市三级基层立法
联系点，实现了地域分布和重要行业系统全覆盖。这些
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民意“直通车”，许多来自基层的声
音融入法律法规之中。

在制定《武汉市企业和企业经营者权益保护条
例》时，武昌区昙华林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胡先生
提出，希望立法能够对治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作出相
关规定，以解决中小企业经营中的资金周转难题。市
人大常委会经过深入调研和专家论证，采纳了这一建
议。

2024 年 10 月，在《湖北省电梯使用安全条例（草

案）》基层立法听证会上，来自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代表
等15名听证陈述人在江汉区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
点畅所欲言，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充分展现了基层立
法联系点在汇聚民意民智、促进科学民主立法方面的重
要作用。

全市22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各具特色，江岸区百步亭
社区、硚口区汉水桥街道、洪山区司法局、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科创局等，形成了“一点一特色”“一点一品牌”的良
好局面。它们不仅服务于地方立法，还在推进普法守
法、促进基层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4年，各
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实地调研、座谈访谈等活动30余
次，对25部法律法规草案提出300余条意见建议，其中
120余条被采纳，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社会影
响力。

2023年7月，全省首个基层备案审查联系点在江
汉区汉兴街道常二社区挂牌成立。常二社区居民肖
汉华说：“我们可以在家门口给‘红头文件’提意见
了，可以促进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合理。”自挂牌以
来，江汉区人大常委会通过多种途径广泛收集社区
居民的意见建议，并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真正发挥
了基层备案审查联系点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意收
集反馈作用。

坚持开门立法集思广益
凝聚法治“公约数”

2025年3月10日，《武汉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表决前评估会在湖北省地方
立法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召开。

2025年3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在江汉区汉兴街道常二社区开展物业管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立法调研。

2025年3月31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5年立法工作推进会。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以高质量立法助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武汉

搭建民意“直通车”
畅通民主“新渠道”

2024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修订草案）》立法意见征集会议在汉阳区江
欣苑社区基层立法联系点举行。

人 大 连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