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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地名立法听证遇尴尬，报名10天了还凑不齐会议设定的人数

市民不感冒，“听证哥”又上阵

“火宫殿，联网完毕，视频清晰！”
“新华楼，联网完成，视频清晰！”8月30
日， 长沙的餐饮文化名街———坡子街
内大型餐馆的视控厨房， 都已和天心
区卫生监督所的移动终端联网完毕，
卫生监督员今后可以随时随地监看厨
房视频。

“视控厨房”工程是天心区今年探
索开展的餐饮食品安全监控新模式，
所谓“视控厨房”，就是将摄像头直接
安装在厨房， 顾客就餐时可以通过大
厅内的电视屏幕， 实时观看了解厨房
工作的各个环节。

“安摄像头‘直播’厨房操作过程，
刚开始时确实有压力，但几个月下来，
发现员工的工作态度有转变， 更尽责
了。” 采访中， 一餐饮单位负责人说。
面对记者“是否担心开放厨房后，厨师
会感觉不自在”的疑问，当了20年厨师
的彭师傅称不担心。“这对于规范我们
的行为有一种鞭策作用。”彭师傅举了

一个例子：装监控前，厨师试味时，多
数是直接用汤勺从锅里舀来尝。 现在
不同了，必须先盛到碗里，然后再用专
门的餐具品尝。

“‘透明厨房’让消费者看得清楚、
吃得放心， 更重要的是促进企业自觉
自律， 使厨房的‘暗箱操作’ 无处遁
形。” 天心区卫生监督所书记廖元平
介绍，自天心区启动的“餐饮食品安全
示范街暨文明餐桌”行动以来，全区有
150多个餐饮门店在厨房关键部位安
装了视频。随着“视控厨房”与区卫生
监督所的15台移动终端完成对接，这
些餐饮企业的食品加工、 制作等环节
将始终置于远程监控之下， 一旦发现
问题，将立即执法。廖元平说，接下来，
还会向学生食堂推广， 保证学生食品
安全。明年上半年，他们将全区800多
家大中型餐饮企业全部完成“视控厨
房”改造。

■记者 杨艳 通讯员 湛果

电子眼“直播”饭店厨房
明年将覆盖800家餐饮单位

8月30日上午8点，株洲县一山区的炮兵阵地上，一排排
口径85毫米的加农炮一字排开。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
携着火光呼啸而出，精确地飞向远方阵地。根据省军区年度
军事训练计划，8月29日、30日， 省军区2012年度炮兵实弹
射击演练在此拉开序幕。

记者 李丹 李琪 李国平 摄影报道

一声令下，加农炮齐射目标

【尴尬】 10天了不到20人报名

8月17日，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发布
了《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听证公告：从8月20日至9月7日，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报名参加立法
听证会。从8月20日到今天，已过去10
天了。长沙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处长何
朝辉告诉记者，到现在为止，报名者还
不到20个人。

“这些人都是公告公布不到一个星
期之内报名的，后来就没人报名了。”何
朝辉说， 此次听证会需要陈述听证人
10名， 旁听人12名。 因需要选择的空
间，这个报名数肯定不够。同时，报名的
人年龄也偏大， 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
的。“我们也希望有年轻人参与进来，这
样在年龄结构上更丰富。”

一边是市民参与不积极，而另一面
是一些频频露脸的“听证哥”却踊跃报
名参与。记者注意到，自2002年以来，
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的“听证哥”周正
良也报名参加了此次立法听证会。

【分析】 市民为什么不积极？
为什么市民对立法听证参与不积

极？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建辉表
示，市民不积极，无外乎几个原因：没时
间，对议题不感兴趣，担心是走过场。

“参与立法听证要具备一定的条

件，比如要有良好的表达能力，要有全
面、深刻、有代表性的观点。另外，参与
者还应有较强的公民意识，热心公益。”
杨建辉说， 除了这些， 时间也很关键。
“参与听证会是个业余的事， 如果要有
自己的观点， 就必须把问题研究透、理
由讲清楚，而做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
时间。同时，参加听证预备会和听证会
也需要时间。”

“除此外， 市民不愿意参与的原因
还有成本问题。”杨建辉说，参加立
法听证会除了100元交通补贴，没
有任何报酬。

【措施】 发证书激励市民参与
市民能参与到地方法规的制

定中来，这是一个好事，却遭遇了
“市民积极性不高”的尴尬，长沙市政府
法制办也看到了这一点。杨建辉告诉记
者，法制办也正在寻求一些好的措施和
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杨建辉说， 在今后的立法听证中，
法制办还将尽量要基层单位来发动群
众，同时，还将请社区居委会带头来参
与， 把群众的观点作为意见收集上来。
“我们还将出台一些鼓励性措施， 在机
制上进行创新。”杨建辉说，如提高交通
费、给参与立法听证会的市民颁发纪念
证书等鼓励市民参与。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江思艳

听证的内容往往关乎市民的切身利益，为让自己的声音传上听证会，报
名热线经常被打爆。近日，在长沙地名管理立法听证的报名过程中却出现了
一种尴尬的状况：一方面是市民参与程度不高，10天过去了，报名参与的市
民还凑不齐会议设定的人数；另一方面，一些频频现身听证会的、饱受质疑
的“听证帝”、“听证哥”却在踊跃报名参与。

一些市民认为，“听证会”就是走过场，意见根本得不到采纳。那么，长沙
市的立法听证会不会也是走过场呢？

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建辉表示，立法听证就是想听取广泛的意见、
不同的观点、真实的声音。立法听证不存在“走过场”。法制办在选择听证陈述
人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这一点。“我们希望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希望有观点的
碰撞，希望有互相辩论的过程。”

“听证会听取的意见，我们都会逐一记录并整理出来，并由法制办和起草
小组逐条研究是否采纳。”杨建辉说，听证陈述人提的意见，不管采不采纳，都会
进行研究。记者注意到，去年举行的《长沙市全民健身办法（征求意见稿）》立法
听证会，就有黄安春、王彬辉、秦建军等多名陈述人的意见被采纳和吸收。

释疑立法听证是不是走过场？

“听证哥”周正良报名参与地名立法听证，长沙市政府法制办也为此犯了
难。如果选择了“听证哥”，怕会引起一些误会；如果不选择，不但打击了“听证
哥”的积极性，又陷入了无人可选的尴尬。

长沙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杨建辉表示，对“听证专业户”的问题要分开来
看。“是不是总是投赞成票？是不是追求补贴费用？是不是带有听证以外的其他
目的？如果是就肯定不能选择。如果有一部分人是因热心公益、有积极性，多次
参与了听证会， 就这样成了听证哥、 听证帝， 对这些人的积极性我们应该呵
护。”杨建辉说，对于他们的报名，市民也应理解和支持。

声音市法制办：对有的“听证哥”要理解

《长沙市地名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举行立法听证会将于2012年9月25
日（星期二）上午举行。热心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熟悉地名管理方面的法律、
法规、政策和实际情况；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可在9月7日
前报名参加立法听证会，陈述修改意见和建议。报名电话：0731-88665440。

同时， 如果您对“立法听证” 有话想说， 也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发表。

互动想参与听证会的市民赶快报名

文明创建

本报8月30日讯 湖南省第二届全民广场舞大赛半决赛将于9月1日开锣，记
者了解到，湖南本土著名笑星周卫星、红胖子将担纲评委。全省广场舞大赛自4月
21日开赛以来，吸引了400支参赛队、200万社区居民参与。经过近4个月的激烈角
逐，400支参赛队伍中有10支表现最优秀的队伍直接晋级年度总决赛。

■记者 刘璋景

本报8月30日讯 11月18日至24日，2012中国中部（湖南）国际农博会将在长
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此次农博会由国家农业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记
者了解到，此次农博会展规模加大，参展的国家级龙头企业从25家增至30家，省际
龙头企业从40家增至50家。本届农博会还会特邀美洲团“加盟助阵”，阿根廷查科
省豪尔赫·卡皮塔尼奇省长将率团参加。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朱莹

中部农博会11月举行 首个外国展团将亮相

全省广场舞大赛半决赛即将开锣，周卫星当评委

资讯集装

典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