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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珙桐、高山杜
鹃、紫荆花；森林、草原、湿地、河流……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不论是珍稀动植
物，还是自然生态系统，都需要被人们
守护。建立健全完善的国家公园体系，
离不开法治保障。

为完善保护措施，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
7月31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人大常
委会同日公布了各省制定的关于加强
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管理的决
定。同一时间公布的，还有《四川省大
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条例》。“三省决定+
四川条例”将于10月1日同时施行。

9月19日上午，大熊猫国家公园陕
甘川“三省决定+四川条例”实施宣传会
在四川广元唐家河召开。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
吕彩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李沛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朱家德，陕西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常委
会法工委主任王占峰等三省人大及林
草部门代表参加会议。四川省人大常
委会委员、省人大城环资委主任委员梁
伟华主持会议。

协同立法意义重大
大熊猫国家公园将进入法治

保障新阶段

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跨越川、陕、
甘三省，现有1340只野生大熊猫，占整
个野生大熊猫种群的71.89%，还有其余
珍稀野生动植物无数。那么，此次三省
协同立法，有何重要意义呢？

在会议上，吕彩霞指出，国家公园
对生物种群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恢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护好国
家公园，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保护生
物多样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0月
1日，“三省决定+四川条例”将同时施
行，这标志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进
入到三省协同法治保障的新阶段。这
种新的立法方式是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积极探
索，是立法领域的重大创新实践，是深
化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
重要举措。

朱家德表示，三省坚持“统一规划、
统一保护、统一管理”的原则，形成的

“三省决定+四川条例”，填补了大熊
猫国家公园管理的法律空白，为新时

代地方协同立法工作探索了宝贵的实
践经验。

2022年12月，国家林草局等部门
联合印发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提出，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全世界最
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吕彩霞透露：“制
定国家公园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一类项目，全国人大
环资委正在积极推动立法进程。希望
陕甘川三省以协同立法为契机，进一步
探索国家公园管理的新制度、新模式，
为国家公园法的制定和其他国家公园
管理提供经验、作出示范。”

如何贯彻落实？
探索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综

合执法体制

会上，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
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党双忍，甘肃省
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朱建海，四川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城环资委分党组书记、
副主任委员杨晓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法制委主任委员黄智刚分别宣读
了“陕西决定”“甘肃决定”“四川决定”
与“四川条例”的公告。

记者了解到，此次“三省决定”特点

有三：一是政治站位高、内容涵盖全、协
作事项多；二是既体现共同承诺和协同
联动，又结合自身实际，彰显各自特色；
三是既求大同、也存小异，寻求了最大
公约数、画出了最美同心圆。

“四川条例”的出台则有着很强的
现实性，能直接体现四川治理能力、改
革创新能力和水平。同时，也具备很
强的挑战性，能直接体现四川大熊猫
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双
轨并进，以立法推动实现体制目标加速
形成。

下一步，将如何贯彻落实？三省林
草部门负责人均进行了交流发言。四
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陈宗迁表示，
首先是要做好施行工作，其次是强化生
态保护修复、有序推进矛盾化解与提升
基层保护能力等。“我们将做好解读和
贯彻落实，制定出台特许经营、野外工
作人员激励保障、访客管理等办法、标
准，以及生态搬迁、生态补偿、经营设施
退出等相关配套政策制度。同时将积
极争取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执法能力，
探索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综合执法体
制，强化川陕甘三省区域协作联动。”陈
宗迁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红岩子社区
的“家合雅苑小区”，因安置部分群众而
建，投入使用距今已有近十年。小区共
有15栋楼，楼高六层、均是步梯。在这
个小区，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一百人，
其中不乏腿脚不便或需坐轮椅的老人，
上下楼成为他们出行的最大障碍。如
今，在市、区、街道、社区和人大代表等
多方努力下，家合雅苑小区新装的11部
电梯已完工待验收，另外4部电梯规划
设计待审批。对全体住户而言，爬楼梯
的生活方式即将成为“历史”。

家合雅苑小区电梯的顺利加装，是
资阳推进民生实事项目的工作成效之
一，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四川答
卷”的缩影。9月6日至8日，四川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宣传处联合媒体组成
报道组，实地走访资阳、内江两市，深入
了解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推进与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践基地建设情况。

从“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

家合雅苑小区建成于2014年，业
主约180户。走进这个面积并不算大
的小区，记者发现，超过半数的楼栋已
整齐划一地加装了电梯。

退休职工王毅是小区“元老级”住
户，他告诉记者：“我们小区的电梯从去
年开始计划安装。当时，社区先组织楼
栋代表去实地参观，回到小区后再和楼
栋代表们一道给业主做动员工作。最
终，业主达成了一致意见，除开一楼以
外，费用由大家分摊，最高层要出3万
多元。”

为化解矛盾，资阳市建立了“社区
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市房管局局
长邹迎春说：“安装电梯时，居民们一般
都会有两种声音，当冲突发生时，就由
社区、街道组织调解，争取民主协商化

解矛盾。若调解两次不成，会引导当事
人走诉讼程序。”

王毅介绍，在电梯安装过程中，人
大代表、基层工作人员常常来协调矛
盾、检查工作质量，“跑断腿”是他们的
工作常态，这对工程的顺利进行起到了
很大帮助。

记者了解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是资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进的民生实事
项目之一。去年，省委办公厅印发《关
于在县乡两级开展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
实。此后，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热
点难点问题，资阳市推动民生实事项目
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主”转变，民生
实事清单通过社会公开征集，同时在各
级人大代表中广泛开展走访调研活动，
动员和鼓励代表充分利用代表联络站，
通过接待选民、走访群众等多种渠道，
听民声、集民智。

今年以来，资阳市委将20件民生实

事监督作为重点工作交办给市人大常
委会。目前，“新增公办教育学位”“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打通断头路”等重点
项目成效明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点赞。

人大代表为民搭起沟通“桥梁”

在四川，对“人大代表全程式介入
监督机制”“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
制”等方式的探索已悄然在各地“开花
结果”。

在内江市连续3年开展的“我为群
众办实事——人大代表在行动”实践活
动中，各级人大代表广泛参与，为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2021年以来，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共走访、接待、帮助
群众9.42万余人次，收集、反映问题1.38
万余项，协调、解决问题1.14万余项。

在自贡市富顺县，建成了一批特色
鲜明的联络站点，摸索出了群众“点
单”、代表“定单”、政府“领单”、人大“验
单”的基层实践。连续六年监督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交通缓堵保畅、生态环境
突出问题整改等，让监督成果更多更好
地惠及全县人民。

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新路径的
探索，四川所做的远不止于此。

今年7月，资阳市首个全过程人民
民主实践基地在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
社区启用。几个月过去，资阳市已在乐
至县南塔街道三里社区、雁江区雁南社
区等多地打造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全
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此外，四川多
个市州也在做相关探索。这些有益的
实践，无一不让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彰
显、人民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人民权益
得到充分保障、人民创造活力得到充分
激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澜
摄影报道

“三省决定+四川条例”即将施行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进入协同法治保障新阶段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四川答卷”：

人大代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家合雅苑小
区加装的电梯。

▲位于资阳市
乐至县南塔街
道三里社区的
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践基地与
代表联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