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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案办理见成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 日电(记者熊丰)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2018 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公安部共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
政协委员建议提案 594 件。公安部按照全国人大、全国政协
关于做好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要求，将每一件建议提案的办
理工作当作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接受监督、加强和改进公安
工作的重要途径，594 件建议提案全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据了解，公安部制定出台部机关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方
案，制定办理工作时间表、路线图，定期对标对表，扎实做好
建议提案分析分办、沟通联络、协调推进等工作。同时，建立
专门台账，确保办理工作各环节紧凑、顺畅、有力。

针对 2018 年代表委员提出的建议提案，公安部根据涉
及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科学归类，总结提炼出涉及社会治安
管理、打击违法犯罪、出入境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公安队伍
建设、公安法治化建设、网络安全等代表委员关心的热点焦
点问题。

《关于加快港澳与内地之间通关速度的建议》《关于公
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维护营商环境的建议》……针对代表委
员提出涉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意见建议，公安部第一时
间调研、第一时间答复、第一时间落实，把服务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关于加大力度打击网络赌博的建议》《关于加大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查处和打击力度的建议》……针对代表
委员提出涉及维护社会治安、推进平安建设的建议提案，公
安部结合实际工作，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
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努
力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关于切实维护警察执法权威、保护民警执法权益的建
议》《关于强化警察执法权威的提案》……维护民警执法权
威、维护国家法律尊严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18 年，公
安部制定出台《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并
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正是将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维护民警执法权威的法制化
规范化水平得到有力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辛欣)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
发展智能产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这一年，政府部门如何积极
办理代表委员建议提案，加快人工智能“落地开花”？

去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提出的
三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建议，得到了工信部等部门的专门回复。
这些建议不仅推动《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18-2020 年)》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其中一些表述更写进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去年，工信部共承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建议 772件，承接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382件。工信部领导多次
带队深入走访交流，推动民主协商，做到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

在此基础上，工信部将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确定的重点
督办件、代表或委员多次提出事项、人民群众期盼关注的事项
等列为办理的重中之重，最大限度吸纳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发
展。人工智能就是其中之一。

围绕于此，工信部会同各相关部门研究，积极采纳意见建
议，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并开展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

从建议、提案到政策出台，并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其中
囊括了无数次调研、走访、座谈。这一点，全国人大代表、联想
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感触很深。

去年 7 月，工信部副部长罗文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些全

国人大代表和企业代表等走进联想，就“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
技术开发和应用，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行调研和座谈。
杨元庆在座谈时提出“建立行业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等建议。

罗文表示，有基础、有实力的科技企业要牵头推进行业智
能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让技术走出象牙塔。经过多次调研和
商议，杨元庆的建议“落到”相关行业政策中。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收到建议和提案后，工信部先将任
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司局，提出办理具体要求，建立明确的责任
制。通过深入调研、邀请代表委员参加座谈会、与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等形式，加强提办对接，并建立台账、跟踪进展，推动承
诺事项落实到位。

在一次次调研、走访、座谈、沟通中，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申报、与安徽共同推进智能语音领域
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等一系列举措“落地成形”。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8 年，围绕办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建议提案，工信部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带队赴多地开展调
研，与代表和委员面对面交换办理意见，登门拜访、邀请座谈和
调研等当面沟通 240 人次，电话、短信、书信等沟通 1088 人次。

好的建议要吸纳到好的政策中，好的政策也需要好的“土
壤”“落地开花”。

苗圩说，工信部将进一步加强同代表委员的联系，不断拓
宽沟通渠道，坚持办理质量、服务质量同向发力。尤其是要加
强跟踪问效，将每年答复中已制定解决措施或列入工作计划
的事项，汇总梳理、建立台账、跟踪进展，推动落实到位。

具体到人工智能领域，苗圩提出，今年将深入实施智能制
造工程，研制推广国家智能制造标准。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试点示范，重点培育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制造业“双
创”新模式。推行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挂帅”机制。

在培育产业市场方面，工信部将持续升级和扩大信息消
费，推动消费类电子产品智能化升级。

“要把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苗圩说，工信部将
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融合作，拓宽技
术和应用交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电 (胡璐 、张
涵)2018 年，国务院各部门牵
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
6319 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
3863 件，分别占“两会”建议提
案总数的 88 . 5% 和 87%，已全
部按时办结。

这是记者 27 日在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了解到的。

国新办新闻局副局长袭艳
春介绍，2018 年国务院各部门
承办的建议提案数量继续保持
在高位。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
部、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承办的建议提案分别达
到 668 件、782 件、207 件和
560 件。

其中，自然资源部实行办理
责任制，积极与代表委员沟通联
系，推进办理结果公开。在推进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宅基地管理
制度改革、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
统筹、设施农用地管理等工作
中，充分采纳和落实代表委员们
提出的意见建议，有力推动了自
然资源管理政策制度的完善和
相关问题的解决。

生态环境部针对所有主办
件，建立了正式答复前必须征
得代表委员同意、将沟通情况
作为前置条件的工作机制，办
理过程中采取调研、座谈、走访
等多种形式与代表委员沟通，
保障办理工作取得良好效果。

袭艳春说，从办理实效看，
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所提意
见建议近 3200 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1400 余项，全年共公
开建议提案办理复文 6300 余件，其中全文公开 5700 余件，
发表解读文章数量 230 余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通过办理建议提案，国务院各部门在推动打好三大攻
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
善民生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了
改革发展和民生改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办理工作满意
或基本满意的均超过 98%。”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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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落地开花”

公安部：建立专门台账

确保建议提案办理顺畅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吴雨)如何加强金融乱象治理、怎样
完善金融制度规范，这些是去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
话题，也成为近一年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随着今年全国两
会的临近，人们想了解代表委员去年建议提案的办理情况如何？
又有哪些良策变成了具体措施得以落地？对此，新华社记者近日
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周学东。

据介绍，2018 年人民银行共承办议案、建议 314 件，提案 222
件，合计 536 件。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完善制度规范、
加强金融乱象整治、破解融资难融资贵等方面，许多意见建议已
转化为具体工作措施，通过政策文件、制度安排等落实落地。

在去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杨悦和全国政协委员石磊都

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分别提出了相关
建议和提案。他们的建议和提案第一时间交由人民银行承办。

“在改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面，人民银行去年
承办相关建议提案共 24 件。”周学东表示，近一年，人民银行牵
头出台多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涉及货币政
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推出
一批短期精准发力、长期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同时，通过去年
四次降准、增量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创设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支持工具等，为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明：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对
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5 . 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 . 83 万亿元。全年新增普惠金融领域贷款 1 . 6 万亿元，同比
多增 6958 亿元。

周学东表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被摆在三大攻坚战的首
位，可见其紧迫性和重要性，而这也是去年代表委员热议的内
容之一。为此，人民银行去年通过出台资管新规及行业细则，
发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政策，明确互联网资产管理合
法合规标准，完善 P2P 网贷和网络小额贷款监管规则，出台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指导意见等，切实弥补了金融
监管制度短板。

2018 年人民银行承办的两会建议提案中，所提问题已解
决或已列入计划拟解决的占比达 80%，与此同时，办复率和
代表委员满意率继续保持 100%。

“办理效果怎么样，代表委员是否满意，是衡量办理工作
好坏的标准。”周学东表示，人民银行特别重视沟通交流在办
理工作中的重要性，凡是涉及办理工作的重要决定、关键节点
及落实措施等，都主动与代表委员沟通报告，以高透明度、高
质量标准推进办理工作。

去年全国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通过提案建言，建议为有
序拓宽百姓投资渠道，抑制金融无序创新，应着手规划编制金
融产品的国家标准体系。仅半个多月后，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
李伟带队主动登门拜访，与九三学社中央相关领导和委员就
建设金融产品标准体系的工作思路进行深入讨论。

2018 年，人民银行通过登门拜访、实地调研、组织座谈等
形式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沟通 51 人次，非当面沟通
222 人次，主办、独办件均 100% 沟通后再行答复。

针对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及风险凸显等问题，2018 年 9
月 27 日，人民银行副行长朱鹤新专门邀请提出重点办理建议
的全国人大代表等，到深圳腾讯集团和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
支行开展现场调研及座谈。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要在‘新’和‘实’上下功夫。”周学东说，
一方面，要创新办理工作的方式方法，提升办理工作质效水
平；另一方面，要切实为人民群众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促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果和履职服务水平的提升。

央行：切实为人民群众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李延霞)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如何缓解？网络借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风险如何防范？这些都是
2018 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心的话题。那么，近一年来代
表委员的相关建议提案是如何办理的？对监管工作起到了哪些
作用？新华社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办公厅
主任肖远企。

据了解，2018 年，银保监会共承办建议提案 841 件。“从内
容看，2018 年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主要集中在金融支持小微
‘三农’等薄弱环节、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范网络借贷
等方面。”肖远企说，这些建议提案既契合了国家大政方针，也反

映了百姓的关切，针对性、现实性很强，是防范风险、加强和改
进监管工作的有益智力支持。“所有建议提案均在 2018 年 7
月底前办结，较规定办理时限提前完成。”肖远企说。

建议提案办理的过程中，密切沟通是增进理解、凝聚共识
的重要手段，银保监会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既有
开门纳谏，也有实地调研。“我们明确要求建议提案主办件须
通过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与代表委员进行面对面沟通，切
实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肖远企说。

针对非法集资问题，2018 年 6 月，银保监会副主席祝树民
主持召开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座谈会，邀请了余瑞玉、陈晶莹、李

颖等代表委员及有关专家学者专题研讨。同时针对代表委员提
出的改进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建议，多次赴司法部
进行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立法工作。

办理孔龙发代表“关于建立农合机构全国性行业组织更
好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时，银保监会主动邀
请孔龙发代表进行座谈，农村银行部主任郭鸿与代表就省联
社改革、建立全国性行业组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对代表
提出的意见诉求进行了认真回应。

“对少数情况复杂、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建议，相关承办部
门与代表委员反复沟通，主动讲明情况、解释理由，积极研究工
作措施并作出工作安排，最大限度争取理解认同。”肖远企说。

针对代表委员们广泛关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018 年银保监会先后出台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
展、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实施监测、进一步做好小微企业融资
服务有关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保险服务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数据是最有力的说明。2018 年 12 月末，我国银行业各项
贷款余额 140 .6 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3 .5 万亿元，
占 23 . 8%，有贷款余额的户数 1911 万户，覆盖 18% 的市场主
体。成本方面，五家大型银行加邮储银行，2018 年四季度新发
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比一季度降低 1 .1 个百分点。

肖远企表示，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
加信贷供给，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推动银行“敢贷、
能贷、愿贷”，和实体企业同舟共济、共同发展。

充分吸纳代表委员们提出的有关规范网络借贷、防范校
园贷风险的意见建议，银保监会会同多个部门开展风险专项
整治，在《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
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等行业监管框架基础上，印发了以
“现金贷”“校园贷”等为重点整治内容的制度文件。

“要把建议提案的办理与为民监管结合起来，将代表委员
的妙计良策充分转化为监管政策，不断推进关系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肖远企说。

银保监会：将代表委员良策转化为监管政策

2018 年人民银行共承办议案、建议 314 件，提案 222 件，合计 536 件，所提问题已解

决或已列入计划拟解决的占比达 80% ，办复率和代表委员满意率继续保持 100%

改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牵头出台多项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

展的金融政策，涉及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

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多个方面

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要看代表委员是否满意

2018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对

实 体 经 济 发 放 的 人 民 币 贷 款 增 加

15 . 67 万亿元，同比多增 1 . 83 万亿元
通过出台资管新规及行业细则，发布系

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政策，明确互联网资

产管理合法合规标准等，切实弥补了金融监

管制度短板 2018 年，人民银行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面对面沟通 51 人次，非当面沟通 222 人次

2018 年，银保监会共承办建议提案 841 件，所有建议提案均在 2018 年 7 月底前办

结，较规定办理时限提前完成

打击非法集资

针对非法集资问题，多次赴司法部进行

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立法工作

破解企业融资难

降低融资成本

规范网络借贷，防范校园贷风险

2018 年 12 月末，我国银行业各项

贷款余额 140 . 6 万亿元，其中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 33 . 5 万亿元，占 23 . 8%
五家大型银行加邮储银行，2018 年四季

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比一季

度降低 1 . 1 个百分点 会同多个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印发了以“现

金贷”“校园贷”等为重点整治内容的制度文件

去年，工信部共承接建议 772 件，承接提案 382 件，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

吸纳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发展

会同各相关部门研究，积极采纳意见建

议，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确保建议高质量“落地”

与代表委员面对面交换意见

把创新摆在产业发展的核心位置

首批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创新项目申报等一系列举措“落

地成形”
2018 年，围绕办理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等建议提案，工信部相关负责同志登门拜

访、邀请座谈和调研等当面沟通 240 人次，电

话、短信、书信等沟通 1088 人次 将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

融合作，拓宽技术和应用交流，加快推动产业发展

2018 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公

安部共收到建议提案 594 件，全

部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服务国家战略

第一时间调研、第一时间答复、第一时

间落实，把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落实到实

际行动中

维护社会治安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

入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

2018 年制定出台《公安机关维护民警

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并于 2019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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