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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任
沁沁、刘奕湛）如何坚持复议为民，提
高行政复议公信力？27 日提请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首次
审议的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强化行政
复议吸纳和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努力
将行政复议打造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
主渠道。

行政复议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
要抓手，也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的重要渠道。1999 年施行的
行政复议法，曾于2009年和2017年分别
对部分条款作了修改。此次修订草案共
7章86条。

“现代社会中，政府的行政行为关系
到千家万户的福祉，关系到每个人生活、
生产中的诸多切身利益。”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静认为，在法
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要求政府机关依法行政，在具体行政
事务中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吸纳行政争议
的入口偏窄，案件管辖体制过于分散；案
件审理机制不够健全，审理标准不统一，
影响办案质量和效率等问题逐渐显现，
行政复议制度需要完善。

“行政复议正成为群众化解行政争
议首选途径，因此切实保障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提高复议机关的办案质量和效
率十分必要。”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
王浩公说。

修订草案明确，取消地方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职责，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同时保留实行
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安全
机关的特殊情形，并相应调整国务院部
门的管辖权限。

“这一调整意义重大。它将通过构

建公正权威、统一高效的行政复议体制，
提高人民群众通过行政复议维护自身权
利、监督行政执法的便利度，从而有助于
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王静分
析，这一修改，还将发挥行政复议在矛盾
纠纷化解中的主渠道作用，从源头上维
护政府公信力。

修订草案强化行政复议吸纳和化解
行政争议的能力。扩大行政复议受案范
围，明确对行政协议、政府信息公开等行
为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扩大行政
复议前置范围，明确对依法当场作出的
行政处罚决定、行政不作为不服的，应当
先申请行政复议；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
情形，并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
在三十日内审结。

“这些方面的修改完善，将进一步提
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及时化解矛盾，更有
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王浩公说，譬如，修订草案明确规
定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及审结时间，可
以促使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遵
循法定时限，减少行政相对人的程序负
担，方便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修订草案还在一般程序中，将办案
原则由书面审查修改为通过灵活方式听
取群众意见。王浩公认为，通过灵活方
式听取群众意见，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
解决矛盾、打开心结，做到“案结事了”。

“程序正义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
础。”王浩公认为，修订草案中“对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建立听证和行政复议委
员会制度”的规定，有利于行政复议机关
公正处理案件，也使行政复议机关的监
督纠错力度更强。

业内人士认为，修订行政复议法，为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行政奠定了坚实基
础，是以良法促进善治的重要体现。

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首次审议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高
蕾）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27日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初次审议。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
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残疾人、老年人
等群体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
社会融合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
值。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是坚持以
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
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的必然要求，是切实提高无障碍环境建
设质量的有力保障。

据了解，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扩
展了受益人群范围，在保障残疾人、老
年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惠及全体社会成
员。同时，为在实践中准确把握无障碍
环境的受益对象，草案提出了“有无障
碍需求的社会成员”概念。

草案还对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改造
提出更高要求，明确工程建设、设计、施
工、监理、审查、验收备案各单位的相应
职责，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对不符合强制
性标准的既有设施进行无障碍改造的
计划并组织实施。

草案丰富了无障碍信息交流内
容。草案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提
供公共信息、发布突发事件信息时应采
取无障碍方式。此外，草案还鼓励食品

药品等商品外部包装配置无障碍说明
书，并对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推
广使用作出要求。

草案扩展了无障碍社会服务范
围。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
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
公共服务场所提供无障碍服务的基本
要求。草案还明确，根据残疾人、老年

人的特点，保留现场人工办理等传统服
务方式。

草案设“监督保障”专章，增加
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考核评价、信息公示、投诉处理等相
关工作机制，充实了包括体验试用、
社会监督、检察公益诉讼等在内的
监督机制。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专门立法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权益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齐
琪、罗沙）立法法是规范国家立法制度
和立法活动、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统一的
重要宪法性法律。27 日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会议审议的立法法修正草案，拟
将“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
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
耀在关于立法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介
绍，草案共 31条，没有对法律章节结构
作修改。其中，草案增加规定：立法应
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草案同时增加规定，立法应当倡导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依
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

草案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程序和工作机制，规定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常
委会可以组织代表研读讨论有关法
律草案，征求代表的意见。草案同时
明确，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实际需要
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广泛征求基层
群众和各方面人士对有关法律草案的
意见。

草案丰富立法形式，规定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制定、
修改、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等多
种形式，形成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法
律规范体系。

沈春耀表示，修改立法法，明确
立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和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拓展和健
全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表达意愿
关切的途径和形式，丰富我国人民当
家作主的生动实践，从制度上保证立
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
护人民。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拟写入立法法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记者
白阳、齐琪）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27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三次审
议。与修订草案二审稿相比，修订草
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有关规定，加强
对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
难群体的权益保障。

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各级人民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加强贫困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
困难妇女的权益保障，按照有关规定
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就业创业支持等
关爱服务。

针对侵害女职工劳动和社会保障
权益的行为，修订草案三审稿明确了
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规定：用人单位
侵害妇女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的，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联合工
会、妇女联合会约谈用人单位，依法进
行监督并要求其限期纠正。

修订草案三审稿还规定：禁止拐
卖、绑架妇女；禁止收买被拐卖、绑架
的妇女；禁止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
妇女。各级人民政府和公安、民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
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按照各自
的职责及时发现报告，并采取措施解
救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做好被解救妇
女的安置、救助和关爱等工作。违反
上述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依法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

妇女权益保障法
修订草案三审稿
加强困难妇女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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