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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变龙岗”文史项目是龙

岗区政协大型系列文史项目“龙

岗记忆”之第三季。 项目通过讲

述龙岗建区以来代表龙岗改革进

程和发展特色的典型案例，并以

图文影像记录龙岗人在改革浪潮

中奋勇搏击的宝贵记忆，全面回

眸龙岗建区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

发展史，让全区人民和一代代后

来者从前人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

神力量、赓续优良传统，在新征

程上努力续写更多新的“春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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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方志办

1997年3月18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政协深圳市龙岗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标志
着龙岗区政协正式成立。龙岗区政协成立以来，坚持把深入协商议政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着力点，持续用
好“协商民主”这个法宝，不断丰富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形式和新方法，从全会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
协商、界别协商再到网络协商议政，秉承优良创新传统的龙岗区政协不断拓宽协商范围和渠道，丰富协商内容和
形式，构建了一套贴合龙岗实际、富有龙岗特色的政协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形成
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龙岗的生动样本。

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

“中国式商量”的“龙岗表达”

“太好了，校门口实现了人车分流！”2024年9月2日，

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龙岗大运学校门

口接送学生的家长感叹着新修建的人行专用出口带来的安

全和便利。自此，该校彻底告别了上下学高峰期人车混行

的情况，校园交通安全得到了有力保障。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龙岗大运学校门口交通环境的改

善源于当年龙岗区政协首场“有事好商量”基层协商活动。

在这场活动中，龙岗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相关部门到学校

实地调研。在随后的协商会上，区政协委员，区教育、城管、

交通、规划、交警，以及龙城街道等部门齐聚一堂，为推动大

运学校人行专用出口建设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最终在短时

间内解决了师生家长对于交通安全的“急难愁盼”。

区级政协作为基层政协组织，与人民群众联系紧密，在

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方面有独特

优势。近年来，面对老百姓口中“治了十几年”的臭水河、“荒

了十几年”的断头路，面对街道想办办不了的“超权事项”、该

办还没办的“急难愁盼”，面对“中国油画第一村”大芬村综合

整治难题、“深圳最大菜篮子‘海吉星’交通梗阻”问题，龙岗

区政协立足基层政协实际，努力找准发挥优势和作用的路径

方向，创造性打造“有事好商量”平台，把协商阵地建在老百

姓家门口，助推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生动展示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扎根基层的生机与活力。

“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是龙岗区政协近年来在协商

民主工作中的又一项创新，如何保持这个平台运行顺畅？

龙岗区政协不断优化机制，以“为何协商、协商什么、谁来协

商、怎么协商、协商后如何执行”为导向，建立“收集议题、确

定议题、议前调研、协商议事、跟踪问效”工作法，确保“有事

好商量”各个环节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闭环推进。同时，在

实际运行中，区政协“有事好商量”基层协商平台与市政协

“身边事好商量”协商平台联动对接，调动市、区两级党政职

能部门资源，形成联合优势，形成了“有事共商、履职共推、

资源共享、队伍共建、品牌共育”的局面。

“有事好商量”解决的是群众身边事，对于选题的精准性

有着高要求。自“有事好商量”品牌推出以来，“自下而上”找

准选题“小切口”，下沉一线深度调研找症结，汇集众智精准

发力靶向施策就成为该协商平台的特点。龙岗区政协从“小

切口、身边事”入手，聚焦百姓关切、搭建协商平台，推动成果

转化，以协商议事“小平台”凝聚基层治理“大合力”。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在协商过程中，群众现场提问、委

员现场建言、部门现场解答，与会人员直面问题、畅所欲言，

只求“讲出个办法”“议出个结果”，一批协商共识有了立竿见

影的效果，使政协的制度优势很好地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观 察 眼

龙岗融媒记者 张鹏

有事好商量 治理有良方

“一个城市更新项目由更新单元立项到获取项

目工程施工许可证，整个流程约花费三年半时间，

项目涉及政府审批单位共 45 家。”站在近 6 米长的

流程图展板前，龙岗区原政协委员杨毅阐述着现

实情况和建议。

这是 2014 年 5 月 22 日，龙岗区政协以“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科学编制行政权责清单”为主题

召开的季度议政会上的一幕。当年，区政协创新

议政形式首开季度协商议政会，每季度围绕一个

区委、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主题进行协

商议政，为龙岗区改革前行碰撞出“智慧火花”。

季度协商议政会是龙岗区政协自成立以来聚

焦协商、发扬民主，探索形成的协商议政的品牌之

一，同时也是以协商聚共识、以共识固团结、以团

结促发展的一幕缩影。多年来，从在全国首创问

政会到建立全媒体协商矩阵；从与党委政府主官

“面对面协商”到把协商会议开到居民“家门口”，

“中国式商量”在龙岗的特色场景不断涌现。龙岗

区政协始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

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不断提高深度协

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水平，探

索全过程人民民主龙岗区政协的“实践方案”。

2015年7月，第一期《协商空间》节目现场。

2024年10月25日，“书记有约·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现场。本版图片均由龙岗区政协提供

全国首创问政会：
直面问题的监督型协商实践

“布吉河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治理，请问
治理的难度究竟在哪里？今年会有什么举
措？”龙岗区原政协委员钱宗春问出这个

“尖锐”的问题。
这是 2005年 4月 18日龙岗区政协首

次问政会的会议现场。钱宗春回忆，自己
第一个提问后，得到了时任龙岗区副区长
郭雨蓉的回答：“整治任务非常艰巨，我们
至少还需 5年时间对市政建设进行比较彻
底的改善，在这个基础上，布吉河污染问题
才能彻底解决。”当天，11位龙岗区政协委
员提出 21个热点问题，区政府相关负责人
一一给予详细、坦诚的回答，会议时长一度
超出了预计的两个小时。

当年，龙岗区政协以此形式举办的基
层政协问政大会得到广东省委组织部的高
度关注，并被南方日报《珠三角竞争力2005
年度报告》誉为“全国首创”。

从那以后，每年的龙岗区“两会”，“火
辣”的问政会都会准时上演。实践证明，

“政协问政”不仅是龙岗政协委员和基层呼

声的有机结合，也是寓协商于监督的一种
创新：政协委员们围绕民计民生、热点难点
问题当面发问、给建议，政府部门认真答，
最终凝聚起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龙岗区政协问政会
一直在“变”与“不变”中前行。2007年及
2008年，龙岗区政协还曾各增加一场专题
问政会，分别关注公共财政开支及重点工
程建设。2015年，龙岗区政协出台了《问政
大会操作规程》，进一步健全筹备程序，规
范问答流程，明确反馈机制。2017年起，政
协问政会演变为“民生实事政协委员专题
问政会”，于每年下半年举行，更多关注发
生在群众身边的大事小情。

自龙岗区政协举办“问政会”以来，形
式在变，但主旨一直未变，政协委员在参政
议政中推动政府工作更加高效、营造阳光
政治生态的会议模式一直坚持至今。

搭建沟通桥梁：
不断创新广开协商形式

“针对龙岗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
探索设立中小微企业纾困基金，解决民营

企业发展路上资金难题”……2024年 10月
25日，一场名为“书记有约·政协委员面对
面”的座谈会举行。

事实上，类似这种“面对面协商”的模
式在 2015年龙岗区政协四届五次会议期
间就被采用。在龙岗区政协参政议政体系
中，全会协商规格最高，也是区政协协商民
主体系的基石。当年，龙岗区政协首次以

“面对面协商”的模式，区主要领导与政协
委员直接对话，共商龙岗发展大计。如今，
经过不断发展，“面对面协商”已成为龙岗
区政协的一项品牌活动。

不断创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方式，是
政协工作的生命力所在。龙岗区政协立足
区情、民情，创新举措，广开协商形式，实现
了协商问题全覆盖、协商形式精细化、协商
民主体系化。

专题协商是龙岗区政协协商民主体系
的特色之一。2014年，龙岗区政协创新举
行季度协商议政会，每季度围绕区委、区政
府的中心工作和区域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商
议，碰撞出推动发展的“金点子”。

当年，龙岗区政协先后举办了“参与
美丽家园行动，共享美好城市生活”“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科学编制行政权责清
单”“完善大运新城规划，共建国际大学园
区”“高端引领谋发展，创新驱动促腾飞”4
场季度协商议政会，并制定了《龙岗区政
协季度协商议政会工作制度（试行）》，将
季度协商议政会制度化。季度协商议政
会均收到良效，政协委员的许多意见建议
得到重视和落实。

人民政协的基础在界别、优势在界别、
活力在界别。2025年 4月，龙岗区政协第
六界别活动组、园山街道委员工作站联合
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交流座谈，这是
龙岗区政协近年来推动界别组与界别组、
界别组与工作站、工作站与工作站之间的
交流联系，努力实现“资源互动、工作协
同、各方多赢”的缩影。在座谈中，政协委
员们围绕如何更好发挥作用、促进政企沟
通、助力区域经济发展等主题进行交流，并
提出意见建议。

界别协商能充分发挥界别的专业优
势、专业背景，为问题的破解提供专业意
见。近年来，龙岗区政协将全体政协委
员按界别组合成活动组，并编制“界别工
作任务清单”和“界别履职内容清单”，
呈现出“机制顺畅、特色彰显、成效显著”
的良好局面。

提案办理协商也是龙岗区政协民主
协商的特色。2009年，龙岗区政协创造性
开展了“提案办理三见面”活动，要求各承
办单位在收到交办提案后、办理 3个月内、
4至 6个月内共三个时间段，要主动与提
案人见面联系一次，展开沟通交流。时至
今日，“提案办理三见面”活动还在延续，
搭建起提办双方沟通协商的桥梁，加强
对提办双方以及工作的了解，进一步提
高提案办理的落实率以及提案办理质
量，更好地发挥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的作用，协助推动党委、政府
有关工作的开展。

构建多元协商渠道：
从“线下对话”到“线上共治”

如今的龙岗河龙园段，已成为龙岗市
民的又一个特色亲水空间。在龙岗河蝶

变的故事里，也有龙岗区政协委员的一
份力量。

2019年5月17日上午，在龙岗河“一河
两岸”龙园段规划设计基层协商会议上，政
协龙岗街道服务组的 10位委员提出了多
个意见建议。会上，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龙岗管理局等 9个职能部门负责人对政协
委员的意见建议进行了回应。

这也是龙岗区政协首次举办基层协商
会，将协商平台建在街道、社区，搭建起政
协委员、政府相关部门、街道（社区）、居民
的协商交流平台。

深入基层才能更好服务民生，2018年
4月，区政协制定出台《龙岗区政协委员联
系群众工作制度（试行）》，正式成立政协委
员街道服务组；2019年初，制定《2019年度
基层协商活动工作方案》，保证基层协商活
动有序有效开展。当年，区政协在龙岗街
道、大鹏新区、龙城街道、坂田街道、布吉街
道和园山街道围绕“龙岗河一河两岸龙园
段规划设计”等6个主题组织了6场基层协
商会议，提出的 94条意见建议被采纳，助
推解决了一批基层社会治理问题。

2021年，龙岗区政协以推动全过程人
民民主向基层有效延伸为思路，再次将基
层协商会议进行“品牌升级”，将“协商阵
地”更有效地延伸到群众中，打造联系群众
更加深入、链接资源更加高效的“有事好商
量”协商平台。

以在平湖街道召开的“白坭坑片区交
通环境综合整治”“有事好商量”协商活动
为例，针对“海吉星”这个深圳最大“菜篮
子”运输需求与周边社区交通承载能力之
间的尖锐矛盾，龙岗区政协委员深入走访，
形成详实的调研报告，提出意见建议 58
条，不仅促成主管部门 3个月内修建实现

“人车分流”的新桥，消除安全隐患，而且还
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党政信息，得到市领导
的高度重视和批示转办，推动了市直有关
部门协同发力，制定“一揽子”解决“海吉
星”业务布局优化和周边交通能力提升“双
管齐下”的实施方案。

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式商量”的故
事在龙岗持续丰富，从 2015年创新开展对
口协商，组织政协委员走进街道、部门“上
门协商”；再到把协商平台搭建在居民的

“家门口”，通过协商推动解决群众的操心
事、烦心事，龙岗协商的故事不仅在基层一
线，也在电波和网络直播中。

AI教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2025年 3
月 25日晚，在龙岗区政协《协商在线》直播
中，政协委员和专家通过电波和视频直
播，与超过 2万名网友就“AI教育”话题展
开协商交流。

《协商在线》栏目已开办 10年，如今成
了龙岗区政协媒体协商的品牌。“最初，《协
商在线》叫做《协商空间》，分为电视节目和
电台节目。”节目主持陈海滨回忆，《协商空
间》电视和电台节目分别在当年的7月和8
月开播，邀请政协委员和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一同参与节目录制直播。2022年，《协
商空间》升级为《协商在线》，采用“电台广
播+视频直播+短视频传播+新媒体推文”的
多合一形式进行传播，增强开放度、活跃
度、融合度。

“‘协商在线’是龙岗区政协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探索，它从议题选择到
协商过程，都广泛收集民情民意，力求公开
透明，体现各界别群众的意愿。”龙岗区政
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扫描二维码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