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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切口小切口””立法立法 服务大民生服务大民生
————写在吕梁市获得立法权十周年之际写在吕梁市获得立法权十周年之际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梁英杰梁英杰

碛口古镇，黄河岸畔，晚霞如金，浊浪淘

沙。古渡口旁，斑驳的石阶上，几位老人围坐闲

谈。老船工李大爷的皱纹里藏着黄河水拍的声

响：“如今这条道，清净得多了！”他指着脚下整

洁如洗的街巷，“破坏古镇风貌？早没影了！”李

大爷口中这份“清净”，正是地方性法规《吕梁市

碛口古镇保护条例》落地生根后，古镇风貌焕然

一新的生动缩影。

2015年，立法权如春风吹拂吕梁大地。十

年间，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将党的领导贯穿

于立法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小切口、有

特色”立法为舵，在基层治理的千头万绪间破浪

前行，确保每一项法规都与党中央、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同频共振。共制定生态文明建设、城

乡建设与管理、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四个

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27部、修订 3部，稳居全省新

授立法权地级市前列。2022年 12月，中央依法

治国办对吕梁市“小切口、有特色”立法的典型

做法进行了全国通报表扬。2023年 4月，《人民

日报》对吕梁市“立法小切口、服务大民生”的立

法经验进行了专题报道。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

法规条文从纸面走进群众生活，化为治理效能，

成为推动美丽幸福吕梁建设的关键支撑。

立法为民
从“小切口”到“大民生”

“地方立法工作首先应着眼民生，解决实际

问题。早在获得地方立法权之初，吕梁市人大

就坚持一个思路：增强地方人大立法的主导性，

多从群众呼声强烈的领域入手，条款可以少，但

‘实际性’一定要强。”正如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

振国所说，面对基层治理中盘根错节的“堵点”

“痛点”“难点”，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没有被宏大

命题所束缚，而是俯下身子，将目光投向那些看

似细微，却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切口”。

这个思路从《吕梁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的

制定，可窥一斑。

随着城市发展、人口集聚，群众对高质量物

业管理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小区物业管理逐

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城市管理的难点、基层

治理的重点。2024 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吕

梁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小组走进社

区小巷、住宅小区，倾听来自最基层的声音，了

解掌握广大居民住户对物业管理的意见，汲取

好的经验做法，广泛征求业主、物业使用人、物

业服务人、职能部门对立法工作的意见建议，为

《条例》的精准制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在《吕梁市住宅物业

管理条例》立法过程中，立法工作小组摒弃了

“大而空”的条文，转而制定出“小而精”的务实

规定。不仅在《条例》中清晰规范住宅小区物业

管理活动，对住宅物业管理体制、业主大会、物

业服务管理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还对物业服

务人的各项义务和禁止行为、物业费的收取方

式、欠交物业费的处理以及代收费的情形等进

行刚性约束，更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罚则标准，

这些条款如同锋利的手术刀，直击住宅物业管

理的“痛点”，精准切除了病灶。

如何才能让法规既专业又接地气？既体现

地方特色和实际需要，又与上位法不抵触不违

背？市人大常委会的答案是：立法大门向群众

敞开，让民意成为立法的根基。

《吕梁市集中供热条例》便是这一答案最好

的诠释。针对集中供热中存在的问题和供热单

位、热用户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在该《条例》制

定过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民主立法、开

门立法，组成调查组开展立法调研，实地察看供

热企业和供热小区现场。并通过《吕梁日报》、

《吕梁人大之声》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发布吕梁市

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关于举行《吕梁市集

中供热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的公告，邀请市

人大代表、供热企业代表和街道、群众代表参加

听证会。

“争议焦点比较多的就是地下室以及宴会

厅、影院超纲的这部分区域的采暖认定。”

“热费收取，每年供热前让交费，不交费的

还能继续用热，能否和水、电一样，交了费供热，

不交费可以关掉，不供热了。”

……

听证会上，群众代表、供热企业、街道办、政

府职能部门争得面红耳赤。最终，市人大常委

会将广泛收集到的供热期确定、温度标准、热费

收取、投诉权利、设施维护等各类意见逐条研

判，逐条论证吸收，并根据省人大的审查意见进

一步修改完善，于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为全市供热民生工程

健康有序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闫玉萍说：“集中供热是重要的民生工

程，更是民心工程。我们不害怕有争议，吵出来

的条款，执行时矛盾自然少。”

“民主”与“民心”相通，“民生”与“民声”

相应。市人大常委会的开门立法之举，让全

过程人民民主“落地有声”。随着《吕梁市中

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吕梁市电梯使

用安全条例》《吕梁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

管理条例》《吕梁市停车条例》等紧贴民生需

求的法规出台和施行，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立

法为民”的壮美画卷。

深耕特色
在黄土地里种出法治果

吕梁立法之树，深深扎根于脚下这片黄土

地的肌理之中，结出独具风味的果实。

在临县曲峪镇正觉寺山梁上，12 株有着

1300 多年历史的唐柏株距均匀，呈“一”字排

列，犹如一座绿色长城，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

“十二连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振国在一次

调研中看到“十二连城”，震撼的同时也对唐柏

当时的生存环境感到忧虑。“游客对古柏的保护

意识不强，有人在树下烧烤；部分古树出现腐败

树洞，用水泥封口，可能会加速树木病情的恶

化。”他当即询问：“是否对古树进行过摸底，是

否有相关地方性法规专门保护？”

遗憾的是，当时在古树名木保护方面，吕梁

市立法存在空白。随后，市人大常委会立即启

动《吕梁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振国亲自担任起草工作小组

组长，带领起草组先后深入 11 个县（市、区）开

展立法调研，全面掌握了我市古树名木保护中

存在的问题。经过严格研讨、论证、初审、二审

等程序，历时一年半制定了《吕梁市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

针对建设部保护管理办法与山西省鉴定

技术规程存在对古树的分级认定标准不统一

和保护经费无保障问题，在《吕梁市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中明确了“吕梁标准”，实行“提级保

护”，并将城市建成区树龄在 80年以上不满 100
年的树木和古树群也纳入保护范围，量化市县

政府对古树名木的保护经费标准，既细化了

上位法，又严于精于上位法，是一部“长着牙

齿”的地方法规。

2025年 4月，市人大常委再次作出《关于人

大机关、人大代表挂牌监督保护古树名木（群）

的决定》，将全市 30个古树名木群、2073棵古树

名木的监督责任具体化、常态化，并对外公布了

古树名木保护监督电话，进一步畅通了全民参

与古树名木（群）保护的“绿色通道”。

法规的“吕梁味道”，使其在实践中更具生

命力。6 月，吕梁贺昌中学家属院内一棵百年

国槐遭雷击倒伏，压覆居民房顶。市人大常委

会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后，第一时间联动规划、

城管、园林等部门启动救援工作，不仅清除了安

全隐患，还对古树进行全面‘体检’和病虫害防

治。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付宾荣

说：“下一步，我们将严格遵循《吕梁市古树名木

保护条例》等法规要求，持续深化监督职能，不

断完善长效保护机制，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古树

名木保护工作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参与’的转

变，让古树名木不仅成为吕梁生态环境的绿色

瑰宝，更成为传承历史文化、彰显城市魅力的闪

亮名片。”

立法过程，是耐心而细致的“抽丝剥茧”。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瑞青对此深有体

会：“我们反复琢磨，立法不能贪大求全，而应像

老中医把脉，找到最关键的那处穴位。”

吕梁市是山西省重要生态屏障区，黄河中

游重要生态涵养区，在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中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好转是人民群众近年来最为关心的热点

话题之一，也是市人大常委会高度关注的重

点问题。

为切实解决城市绿化迫切需要理顺的法律

关系、法律责任问题。2016 年，市人大常委会

着手起草《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于 2017 年 3
月 1 日施行。随着上位法的修改、国家政策的

变化和我市绿化事业的新发展，2022年对条例

进行了修订，于 2023年 1月 1日施行。《条例》突

出规划引领作用，将编制城市绿化规划作为条

例的核心内容和建设管理的基本依据，同时规

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建设中不得擅自占

用城市绿化用地，不得擅自改变城市绿地性质，

不得擅自移植、砍伐树木，为守护“城市绿色”提

供了重要的法治依据。

同样，在《吕梁市乡村绿化条例》的制定过

程中，市人大常委会充分考虑我市的自然地理

条件、气候特点、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严格落

实不抵触、不重复、不越权、可操作的要求，精心

制定了符合我市乡村绿化实际的法规条款。为

与《吕梁市城市绿化条例》的适用范围“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规划区或者城镇

开发边界内”相衔接，《吕梁市乡村绿化条例》规

定了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城镇开发边界

以外绿化的规划、建设、管护及其监督活动”，实

现了地方性法规规范的绿化工作在吕梁市行政

区域全覆盖。

《吕梁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吕梁市扬尘

污染防治条例》《吕梁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吕梁

市禁牧休牧条例》……一部部条例不断擦亮吕

梁生态文明法治底色，为吕梁市打赢蓝天碧水

净土保卫战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文化铸魂
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

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加强历史文化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必然要求，是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

之魂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思想，连续出台《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

例》《吕梁市碛口古镇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构建起了“保护”“传承”“转化”“发展”融合相

济、统筹协调的新格局。

吕梁市每个县（市、区）都积淀着深厚的民族

文化底蕴，地域性和乡土特色的风土民情相融共

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

些非遗项目，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活”文化，它

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

现手段，并被世世代代的吕梁人身口相传，作为

文化链延续至今，见证了吕梁人民的生命力和创

造力，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为了让古老的非遗项

目活起来、走得远、传下去，《吕梁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经 2017年 8月 9日市人大第三次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年 11月 1日正式开始实施。

《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曾受到

全国人大的肯定，两次在央视法制栏目专题报

道。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瑞青说：“《条

例》针对保护投入不足、保护措施不力等实际困

难，明确要求将保护经费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

算，按照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的不同等级、不同

类别，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让吕梁的非遗项目

呈现出了生生不息的新活力。”

碛口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镇内有数

量丰富且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建筑，几乎包括

了封建制度下民间典型的漕运商贸集镇的全部

类型。为了保护碛口古镇的历史文化，市人大

常委会颁布了《吕梁市碛口古镇保护条例》，于

2020年 1月 1日起实施。《条例》明确规定，碛口

古镇实行分区保护，保护区划分为核心保护区、

重点保护区、建设控制区、风貌协调区。古镇内

禁止随意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经批

准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应当使用与

古镇风貌相协调的建筑装饰材料。维护、修缮

核心保护区内的历史建筑物、历史构筑物，应当

保护历史信息，体现历史建筑的真实性，不得改

变与其互相依存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效解决

了长期困扰古镇保护的范围不清、体制不顺、责

权不明、经费不足等问题，帮助古镇管理拔钉清

障、引领护航，为山西省同类立法提供了吕梁经

验、吕梁样本。

十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站在获得地

方立法权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市人大常委

会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以“小切口”破题，用“有特色”作答，坚持做到强

化民意平台建设，设立 19 个基层立法联系点，

配备立法信息采集员和联络员 38 人。建成覆

盖全市的代表联络站（点）747 个，站点建设位

居全省前列，11386 名五级人大代表全部就近

编组进站开展活动。强化法制委员会、法制专

业代表小组履职保障，认真审议办理代表提出

的立法议案、建议，邀请代表参与立法调研、审

议修改和立法后评估等活动。强化社会参与机

制，先后制定《立法听证制度》等 4 个民主参与

立法制度，形成意见征集专项方案、专场座谈、

专业建议、专项清单“四步工作法”，畅通基层立

法的民意直通车，在法治的轨道上铺就了一条

通往美丽幸福的坚实路径。展望未来，更多“小

切口”的立法探索仍将继续，法治吕梁建设的步

伐将更加铿锵有力。在法治阳光的普照下，一

幅治理更高效、社会更和谐、生态更优美、人民

更幸福的壮丽画卷，正在吕梁大地上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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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梁 市 城 市 绿

化条例》

●《吕 梁 市 扬 尘 污

染防治条例》

●《吕 梁 市 机 动 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 气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吕 梁 市 大 气 污

染防治条例》

●《吕 梁 市 水 污 染

防治条例》

●《吕 梁 市 横 泉 水

库饮用水水源保护

条例》

●《吕 梁 市 乡 村 绿

化条例》

●《吕 梁 市 古 树 名

木保护条例》

●《吕 梁 市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条

例》

●《吕 梁 市 碛 口 古

镇保护条例》

●《吕 梁 市 柳 林 泉

域 水 资 源 保 护 条

例》

●《吕 梁 市 中 小 学

校幼儿园规划建设

条例》

●《吕 梁 市 道 路 挖

掘管理条例》

●《吕 梁 市 电 动 自

行车管理条例》

●《吕 梁 市 停 车 条

例》

●《吕 梁 市 村 民 自

建房用作经营场所

质 量 安 全 管 理 条

例》

●《吕 梁 市 集 中 供

热条例》

●《吕 梁 市 住 宅 物

业管理条例》

●《吕 梁 市 人 民 代

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 会 立 法 程 序 规

定》

●《吕 梁 市 河 道 管

理条例》

●《吕 梁 市 禁 牧 休

牧条例》

●《吕 梁 市 电 梯 使

用安全条例》

●《吕 梁 市 文 明 行

为促进条例》

●《吕 梁 市 控 制 和

查 处 违 法 建 设 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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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十年磨一剑，法润山河新。自 2015年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以“小切口、
有特色”立法精准破题，将法治的根须深扎于黄土地的肌理之中，从住宅物业管理的细碎纠葛到
志愿服务的温情传递，从水土流失的生态之忧到古树名木的沧桑守护，一部部带着民生温度、地
方辨识度的法规次第而生，为基层治理痛点疏堵，为百姓生活幸福感护航，诠释着“小法条”撬动

“大治理”的生动实践。值此获得立法权十周年之际，我们深入走访，记录下良法善治在吕梁大地
上催生的深刻蝶变与温暖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