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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履职、为中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专辑 (七)

＊信阳市息县:探索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 “全链模式”

＊安阳文峰区:大力搭建专业代表履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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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息县: 探索产业代表联络站

建设 “全链模式”

“为人民履职、为中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开

展以来,息县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立即行动,聚焦县委 “奋力

拼经济”中心任务,不断创新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现形式,锚

定食品主导产业链条,创新推进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在 “建”

“管”“用”上狠下功夫,探索出一条 “把代表联络站建在产业链

上,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把代表作用发挥在产业链上”的产业

发展 “全链模式”,为助力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贡献力量,奋力

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效能.

一、高标准建设,把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因地制宜创新推

进食品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服务产业发展.一是科学布局.坚

持 “产业落地在哪里、站点就搭建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围绕特色产业园、产业链优势企业、知名企业合作社、集体经济

好的村４个方面试点先行、分级建设.县级层面,紧紧围绕全县

乡村振兴 “１＋３＋N”产业体系,创新选取弱筋小麦、优质稻

米、优质红薯、高油酸花生等４个主导产业企业和肉牛、肉鸡、

肉羊、蔬菜、香菇等６个特色产业企业建立产业代表联络站;乡

级层面,选取本辖区内着重发展的２—３个特色产业作为建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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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乡镇 (街道)代表联络站为依托,与各产业代表联络站进

行结对共建.二是标准建设.坚持接地气,不搞 “高大上”,做

到合理规划、够用管用.研究制定 «息县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工

作导则»,提倡一室多用,由县人大常委会统一配备办公设备,

对站情简介、代表信息、活动计划、工作职责、代表联系企业、

履职情况等上墙公开,确保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活动.三是试点

先行.鼓励乡镇 (街道)在推进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时有所创

新,在完成 “规定动作”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做好 “自选动作”,

使联络站更具特色、更有活力.重点选取豫道、宏升、恒伟３个

公司试点建设产业代表联络站,围绕红薯食品产业、面粉加工食

品产业和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建站服务,结合建立电商直播间方

式,把农产品通过电商网络销往全国各地,培育形成 “一点一品

一特色”的示范点品牌.截至目前,已辐射４个周边乡镇 (街

道)产业园区、７家相关企业和１３个专业合作社共同发展,带

动近３００名群众务工增收,真正实现了建设一个站点、拉长一个

链条、育强一个产业、致富一批群众的 “链条效应”.

二、高水平管理,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连心桥、

主阵地、好场所作用,助力企业诉求搭上 “直通车”,纾困解难

跑出 “加速度”.一是选好 “领头人”.县级产业代表联络站站长

原则上由乡镇人大主席 (街道工委主任)担任,便于开展工作;

副站长统一由是人大代表的企业负责人担任,具体做好工作配

合;联络员从乡镇 (街道)从事人大工作的年轻干部中配备.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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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产业代表联络站站长由职能部门的科级干部、村支部书记、是

代表的优秀企业家担任,确保真正坐下来倾听企业诉求,帮助企

业解决好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堵点.二是配齐 “专业人”.坚持专

业人干专业事,在编排进站代表时,打破地域限制重新调整,推

动普通代表联络站和产业代表联络站结对共建,吸纳县处级领导

干部代表、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围绕一产、二产、三

产分别编组进站,全方位、全链条推动产业发展.三是办好 “暖

心事”.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摸排梳理产业链发展中的痛点、堵

点、难点,实行代表 “一人一码”,针对性收集意见建议,交办

有关部门解决,实现 “企业点单、代表服务”.截至目前,已召

开县乡两级产业代表联络站进站代表座谈会４８场、开展进站活

动８２次,梳理汇总企业反馈问题１２４条,已解决６８条,正在交

办相关职能部门解决５６条.

三、高效率服务,把代表作用发挥在产业链上.创新开展

“３＋４＋４”代表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让代表成为助推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一是实行 “三个一”制度.鼓励

代表在产业发展主战场 “亮身份” “做承诺”,推动代表在 “链”

上履职、 “链”上服务,实行代表联系服务企业 “一卡、一群、

一台账”,即:建立联系企业明白卡、企业代表联系微信群、服

务企业工作台账,每季度至少组织人大代表开展１次惠企助企活

动,让企业真正感受到 “人大离得近、代表在身边”.二是推行

“四进”活动.结合人大代表行业特点、知识结构,组建专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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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小组,开展进园区、进企业、进工地、进乡村 “四进”活动,

倾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帮助支持.同时严格按照 “三不一注重”原

则开展工作,即:不加重企业负担、不过多牵扯企业主要负责人

精力、不搞形式主义、注重发挥代表作用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三

是开展 “四环”监督.针对企业反映问题和诉求,建立 “汇总梳

理、分析研判、交办督办、反馈评价”四个环节的闭环监督机

制,鼓励代表带着问题进站,在产业链上征求人大代表和群众意

见建议,将问题清单及时交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按照 “审议专项

报告＋专题询问＋满意度测评”的方式实行全过程督办,推动产

业发展问题有效解决,由企业找政府变为政府找企业.

(信阳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供稿)

安阳文峰区: 大力搭建专业代表履职平台

为更好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助力全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安阳市文峰区人大常委会着眼于发挥代表专业优势、增强代表活

动实效,引导 “专业代表”发挥 “特色优势”,以代表高质量履

职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凝聚合力.

一、着眼体系,聚力专业优势.一是编组进站.文峰区人大

常委会突破选区建站的地域限制,将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按照专业

类别整合到 “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 “科教文卫” “医疗卫生”

“科技创新”等专业代表工作站,真正实现代表履职 “紧扣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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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精准”.二是建强队伍.坚持 “专业建站、专人管站”原则,

注重从各级人大代表队伍中选择并安排 “领头雁”代表担任站

长,各级人大代表、议事代表同专业领军代表聚合力量,服务基

层、倾听群众呼声.三是广泛联动.为保障专业代表工作站正常

有序开展活动,常委会组织人大机关各工作委员会、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同志联动进站,挂钩指导专业代表工作站开展工作,使代

表工作更有力、措施更专业、效能更突出.

二、精准选题,聚集专业活动.文峰区人大常委会按照专业

小组活动方案安排,以工作站为阵地,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各级代表积极开展 “组队服务”,将

专业小组活动突出做到 “三个结合”,即:把小组活动与为人民

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与代表建议督办结合起来,与常委会工作

结合起来,助推人大各项工作的开展.例如,“产业发展”人大

代表专业小组代表立足高新区火炬科技园产业优势,邀请行业专

家进站开展专题经济研讨会活动,助力打通各项惠企政策落实落

地的 “最后一公里”.“乡村振兴”人大代表专业小组以宝莲寺镇

皇甫庄村种植基地为依托开展专题视察调研,在科学引进种苗、

提升产品附加值上下足功夫,为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品牌、助

力乡村振兴贡献代表力量.“科教文卫”工作站依托文峰区位优

势,积极推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进校园”,丰富全过程人民

民主高校实践基地建设内涵,深化拓展青年学子制度自信教育工

作.“医疗卫生”代表工作站依托医疗卫生界专业代表,在１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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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创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推进嵌入式养老模式,４５万老年

人在家门口享受到方便快捷的适老服务.

三、强化保障,聚合专业力量.一是建立 “跟踪成长”机

制.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分包联系指导各专业代表工作站,建立

重要情况定期通报、履职情况定期座谈制度,让专业小组成员及

时了解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和人大立法、监督、决定的情况,协调

解决代表专业小组工作开展中的实际问题.二是建立 “跟踪考

核”机制.修订完善 «代表履职积分管理办法»,建立专业代表

履职档案,细化专业代表履职的考核指标,从代表参加小组活

动、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产业强市、乡村振兴、教育发展等方

面,对专业代表履职过程和履职效果进行定量考核.三是建立

“跟踪宣传”机制.充分运用网络、报刊等各种载体,广泛深入

宣传专业代表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专题介绍各

专业代表小组的经验做法,为代表高质量履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提高专业代表履职积极性和热情.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选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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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
发: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一级巡视员、机关党组

成员、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
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各省辖市人大常委
会、济源示范区人大工委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印发 共印６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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