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8日讯 近日，
省人大代表王国海等多名代表
向大会提交议案呼吁， 尽快出
台《湖南湘江新区管理条例》，
以便明确新区的行政主体地
位，理顺行政管理体制。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印
发《关于同意设立湖南湘江新
区的批复》，正式批复设立湖南
湘江新区。

王国海说， 湘江新区成立
以来， 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地

位、缺少法律的授权，使得新区
管委会的行政管理工作还存在
一定的障碍。

“在国家尚未就国家级新
区进行统一立法前， 急需由地
方人大制定相关管理条例，以
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湖南湘江
新区管委会及有关机构进行授
权，完善行政审批权、行政处罚
权的明确与划转工作， 使新区
的法制工作能够得到支撑与保
障。”王国海表示。

王国海等代表起草了《湖南
湘江新区管理条例（草案）》总共
76条1万多字，其中提出改革责任
豁免， 即在湘江新区进行的改革
创新未能实现预期目标， 但符合
党和国家确定的改革方向， 其决
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 规章规
定，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或者
损害公共利益的， 对有关单位和
个人不作负面评价， 免除相关决
策责任。

■记者 李国平

本报1月28日讯 修改完
善《湖南省实施〈物业管理条
例〉办法》，催生“难产”的业委
会。 这是省人大代表彭庆光连
续三年都提的建议。 省十二届
人大五次会议期间， 他再次提
交了此建议。

已有业委会小区不到三成

彭庆光介绍，根据长沙市
的有关统计， 目前长沙市大部
分住宅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
会， 已经成立业委会的住宅小
区不到28%， 且一般都在开发
商交付住房后三年以上才陆续
成立，最长的竟达到10年。

彭庆光在走访调研中发
现，由于没有业委会，业主对物
业的监督很乏力。“比如有的小
区业主无法对物业公司进行合
法有效的监管， 对于物业公司
服务质量差、安保不到位、乱收
费、 账务不公开等问题无法制
约；维修基金无法合理使用。”

“双过半”成为高门槛

为什么这么多住宅小区
没有成立或难以成立业委会？
彭庆光告诉记者， 除开发商不

情愿、 社区街道不积极促动外，
其主要原因是目前有关政策和
规定不符合现实情况。

“尤其是‘双过半’政策让很
多小区望而却步。” 彭庆光说，根
据国家住建部相关规定， 小区入
住的业主人数必须超过50%，入
住的面积超过50%， 即人们常说
的“双过半”才能成立业委会。据
他了解，近几年来，因为“双过半”
的问题， 加之业主身份的确定纠
纷等，让“待产”的业委会“难产”。

交付一年内成立业委会

“修改完善《湖南省实施〈物
业管理条例〉办法》，使该办法更
具人性化、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这个建议， 彭庆光一提就是三
年。在此次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
议期间，他再次提交了此建议。

彭庆光建议，开发商必须在住
宅交付后一年内组织业主成立业
委会，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监管
责任。降低首届业委会成立相关标
准和要求，初次选举的业委会在街
道、 社区和开发商监督下开展工
作， 并在三年一届的换届选举中
加以充实完善，使其更具代表性
和广泛性。 ■记者 吕菊兰

李国平 实习生 汤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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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连续4年提物管条例修改：“双过半”让很多小区望而却步

降低门槛，让业委会不“难产”

省人大代表呼吁尽快出台《湖南湘江新区管理条例》

湘江新区应立法明确“改革责任豁免”

2015 年 11 月 2
日， 湘江新区梅溪湖
国际新城建设如火如
荼。2015年，湘江新区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540亿元， 同比增长
11%， 主要经济指标
高于全市增速1个百
分点、 全省2个百分
点。 省人大代表建议
湘江新区应立法明确

“改革责任豁免”。
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