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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 做好 “建、 管、 用” 三篇文章

扎实推进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新乡市人大常委会聚焦全市产业发展链

条,按照 “建专业站、聚专业人、议专业事”的工作思路,统筹

指导推进全市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工作,使产业代表联络站成为

支持企业发展的 “服务站”,维护职工权益的 “连心站”.

一、专业建站,为代表进站履职提供专业平台.按照因地制

宜、立足实际的原则,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实地调研考察,出台

政策文件,指导各县 (市、区)围绕本地主导产业,在专业园

区、行业协会、产业链上建设１８个产业代表联络站,将本辖区

内相关专业领域的３５０余名五级人大代表混合编组进站、开展活

动.一是注重科学布局.按照 “产业在哪里、站点就搭建到哪

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的原则,围绕产业园区、产业链优势企

业、行业协会、知名企业合作社４个方面试点先行、分级建设,

初步形成 “代表联络站＋产业链”的发展模式.长垣市在经济技

术开发区建设起重产业代表联络站,延津县在产业集聚区内建设

产业代表联络站,红旗区在８６３科技产业园建设产业代表联络

站;长垣市、卫辉市、获嘉县、原阳县、封丘县、牧野区、凤泉

区、平原示范区共在产业链优势企业建设１２个产业代表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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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市、新乡县共在行业协会建设２个产业代表联络站;获嘉县

在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二是注重标准

建设.主要是 “三个规范”:规范硬件标准.要求选址尽量方便

联系企业,坚持接地气,不搞 “高大上”,做到合理规划、够用

管用.获嘉县人大常委会按照 “资源整合、一室多用、实效管

用”的原则,在河南大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原有会议室的基础

上,建设装备制造产业代表联络站,并成立了６个产业代表小

组,以小组为单位进站开展活动.规范展示内容.做到有站情简

介、工作职责、代表信息、年度活动计划、代表联系企业、履职

情况活动等内容,并上墙展示.长垣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制定 “产

业代表联络站建设标准”,保证代表联络站有标识、有场所、有

制度、有版面、有计划、有记录、有档案.规范人员设置.对联

络站站长、副站长和工作人员配备做出要求,强化日常管理,明

确职责分工.原阳县产业代表联络站邀请县直部门负责人兼任代

表联络站站长,有效推动活动开展,帮助解决产业发展上的困难

和问题.三是注重试点先行.鼓励各县 (市、区)在推进产业代

表联络站建设时有所创新,按照试点先行、示范带动的工作思

路,分步分批推进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辉县市人大常委会在产

业代表联络站建设之初,依托辉县市纸品印刷及包装产业联盟建

设辉县市纸品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并制定产业代表联络站管理

制度,下一步将围绕铸造、食品产业建设联络站.

二、规范管站,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一是完善活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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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注重指导各产业代表联络站建立和完

善工作机制,结合产业代表联络站特点制定学习培训、座谈研

讨、调研视察、联系选民等工作制度,定期开展活动.今年以来

各产业代表联络站开展代表进站、调研等活动５０余次,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２０余个,助力企业诉求搭上 “直通车”,纾困解难跑

出 “加速度”.长垣市起重和防腐产业代表联络站,每季度召开

１次联络站例会,围绕产业发展进行座谈研讨;每半年开展１次

集中调研或视察活动,了解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支持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情况,今年以来提出有价值意见建议１０条.二

是探索 “双站长”负责制.坚持 “专业建站、专人管站”原则,

探索实行 “双站长”负责制,分别由县或乡人大负责同志和产业

联络站所在企业负责人任站长,县、乡人大站长主要负责做好联

络站活动的组织、保障和联络工作,定期邀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进站进行政策解读和扶持,搭建起政府和职能部门与企业沟通的

“连心桥”;企业负责人站长主要负责发挥专业优势,联系产业人

大代表,引领带动产业发展壮大. “双站长”各司其职、相互配

合、形成合力,共同做好联络站的日常管理工作.三是探索 “双

进站”管理.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将涉及产业链的五级人大代

表编组进站,并实行 “双进站管理”,产业代表跨选区进驻产业

人大代表联络站,既参加所在选区代表联络站的学习培训、代表

述职等活动,又参加产业代表联络站的联系企业、协调推动产业

发展的相关活动,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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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效用站,实现产业发展和代表履职双促进.一是建好

政策法规宣讲的平台.组织代表深入企业、深入职工,全方位宣

传惠企政策,开办人大代表讲堂,邀请专业技术代表, “三官一

员”,专家教授等,为企业员工讲授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援助.

二是架好 “政、企、职工、代表”联系的桥梁.推行驻站代表信

息公开,将人大代表的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线下

上墙公开,线上 “双码”公开,方便与群众联系交流.开展接待

群众、政府部门领导干部进站联系沟通等活动,充分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推动政府部门决策更加科学有效.三是搭好代表 “双

岗建功”的舞台.通过开展走访、调研、视察、座谈等活动,代

表收集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将相关困难和问题转化为有针对性的代

表建议,交政府有关部门办理,今年以来,各产业代表联络站共

提出代表建议１０余件,帮助企业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堵点问

题,助力产业发展.

全市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工作启动以来,初步起到了四个方

面的功能作用:一是融入全市中心工作更精准,助推经济发展更

加有力;二是代表活动针对性更强,代表提出的建议质量更高;

三是服务行业发展更到位,促进了产业更加健康有序发展;四是

联系企业、群众更深入,利用专业力量解决群众身边难题更加便

利.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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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 加强代表小组建设　提高依法履职质效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把代表小组建设作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不断创新拓展方法路径,激发代表履职活力,

代表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科学有效划分小组.一是以块为主建立区域小组.按照

“就近就地、便于开展活动”的原则,将全市五级代表编成３２７

个小组,让代表选民双向奔赴更方便.其中,省级代表小组２

个、市级代表小组２４个、县区乡镇代表小组３０１个.指导各小

组健全学习培训、视察调研、联系群众等工作制度,明确要求每

个代表小组每年开展活动不少于４次,至少撰写１篇高质量的调

研报告,提出２件以上有分量的议案建议,鼓励代表小组依靠集

体智慧和群体力量,争做经济发展的 “智囊团”,争做为群众解

决问题的 “帮扶队”.二是以条为主建立专业小组.按照 “专业

相近、相对集中、协调互动”的原则,发挥人大代表智力集中、

人才荟萃的优势,分别组建财经预算、城建环保、教科文卫、内

务司法、农业农村、民族宗教等６类、１５个专业代表小组,重

点围绕助推乡村振兴、提升城市内涵、推进绿色发展等经济社会

发展课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先后有２２０多

条意见被地方立法和监督工作吸收,４篇调研成果进入市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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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三是以链为主建立特色小组.为进一步发挥代表中致

富带头人、产业领路人的作用,指导各县区人大常委会因地制

宜,将代表小组建在产业链上,设立商贸物流、养殖、木业、蔬

菜等１６个特色代表小组,各代表小组立足专业领域优势,聚力

产业 “建链、延链、补链、强链”,组织开展视察调研１２０余次,

提出的用好资源优势加快食品产业发展、以产业支撑为抓手促进

乡村振兴等对策建议,助力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带动周边群众在

产业链上致富.

二、丰富拓展实践活动.坚持上下联动,以不同主题的活动

引领代表小组高质高效发挥作用.一是持续开展 “聚民意、惠民

生”活动.２０２３年以来,以聚民意、惠民生为主题,深化开展

人大代表 “大调研、大走访、大联系”活动,全市４９２６名五级

人大代表积极参与,先后开展集体视察调研１２０多次,代表分小

组或单独走访联系选民群众２００００多人次,收集整理、分类合

并、研处报送各类意见建议５２８０多条,帮助化解矛盾纠纷１７６０

多件次.活动中,代表小组既关注个性问题的解决,又加强共性

问题的思考,先后形成加快现代食品产业体系培育、促进新型物

流业发展等２０多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

了重要参考.二是深入开展代表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印发 «助力

乡村振兴,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实施方案»,通过学习交流

和召开现场推进会等形式,组织引导代表投身乡村振兴主战场,

争当产业发展的引路人、扶危济困的热心人、有效治理的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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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明新风的传播人.精选３０名社会责任感强、有专业特长

的人大代表对口联系帮扶集体经济相对薄弱的１５个村居,对接

产业项目,完善村内基础设施、提供就业岗位,帮促村级集体经

济增收、助推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持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三是常

态化开展民生实事项目征集活动.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依托代表

小组,组织各级代表进行基层走访、社会调研,常态化开展民生

实事项目线索征集,通过面对面与群众现场交流,以及社会各界

群众来信、网上留言等方式,共收集到意见建议２２８４条,经梳

理汇总和相关部门综合把关,形成民生实事项目线索５６５条进入

备选项目库,推动民生实事项目更加贴近民意、符合民需.

三、健全完善保障机制.漯河市人大常委会把一些成功的经

验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普遍进行推广,从整体上推进代表小

组工作.一是建立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代

表小组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指导各县区人大常委会统一设立人

大代表联络服务中心,增配５－７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人大代

表服务联系工作.同时,坚持每年召开代表小组工作会议,进行

经验交流,安排履职优秀的代表小组组长 “零距离”传帮带,推

动代表小组工作水平提升.二是建立健全建议督办机制.把代表

小组活动与高质量办好议案建议有机结合起来,创新性地建立由

市人大代表工委、市委市政府督查局、涉及相关专业代表小组、

建议承办单位和领衔代表参加的 “五方协商”工作机制,局长与

代表面对面、代表小组全程参与督办.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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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工作汇报并进行满意度测评前,充分吸纳代表小组意见建

议,切实推动问题解决率和代表群众满意率 “双提升”.三是建

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探索对代表小组和所属人大代表的检

查、考核、奖惩、评价工作,统一设计代表履职登记簿,做到

“一人一档”,开发网上代表履职评价模块,实行代表小组及所属

人大代表履职档案登记积分制度,分五大项２３小项进行登记积

分,实时记录闭会期间代表履职尽责、参加活动的轨迹,通过网

络平台快速完成代表履职登记、申报、公开、档案管理.此外,

要求每年年底由代表小组组长和选举单位写出评价意见,市人大

常委会代表工作部门进行抽查,以适当方式向代表通报履职情

况,并作为评选优秀人大代表和先进代表小组的重要依据,进一

步督促代表牢记使命、履职尽责.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郸城县: “站产” 融合　助力农业强县建设

周口郸城县人大常委会以产业代表联络站为抓手,发动人大

代表力量,助力农业特色产业链式发展,将站点建设与特色农业

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试点先行,选准产业代表联络站试验田.为更好的将代

表工作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郸城县人大常委会在充分调研、外

出考察、多方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选取周口国家农高区内的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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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设施蔬菜基地先行先试,设立特色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联

络站活动以乡镇人大主席团为主体,组织人大代表,通过走访种

植户、视察调研、听取意见等方式,发现产业发展中存在问题,

由特色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梳理汇总后转交政府部门办理.试点

期间,特色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组织农业专家代表、农艺师等对

种植户开展培训６次３０００余人.同时,先后组织市场监管、自

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到基地座谈、现场办

公５０余次,破解基地在融资、土地、电力、用工、销售等环节

出现的问题４９个.目前,通过产业代表联络站,助力郸城县三

禾益民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建立 “统一供苗供肥、统一技术

指导、统一检验检测、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 “六

统一”管理模式,产品以 “三禾绿源”品牌包装,建设标准化园

区１４个,日光温室６１９座,种植蔬菜１２万亩,产品远销郑州

万邦、北京新发地、武汉白沙州等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带动就

业５０００余人,人均增收７０００元.通过 “联络站＋特色农业产

业”模式,让特色农业产业代表联络站真正成为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 “加油站”,发现问题的 “诊疗所”,民情农情的 “集聚

地”.

二、规范建设,推动产业代表联络站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

成功后,郸城县人大常委会迅速推广,在全县九大农业特色产业

基地设立产业代表联络站５个.按照 “八有”标准高标准建设,

即有固定场所、有办公设施、有规章制度、有代表履职、有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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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有意见收集、有转办交接、有办理反馈.充实各产业联络

站人员,由乡镇人大主席团负责人为联络站站长,聘任产业基地

负责人为联络站副站长,负责联络站日常运营管理.各产业联络

站按照产业类型相似、上下游关联、地域分布相近等特点,从省

市县乡四级人大代表中遴选１５－２０名具有农技专长、农村工作

经验丰富的代表编组进站,把驻站代表二维码张贴到显著位置,

实现群众 “扫一扫”,代表 “码上办”,切实当好企业的 “联络

员”“服务员”“宣传员”.同时邀请老党员、老干部担任特邀指

导员,代表中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为联络站的高质量运行奠定

坚实基础.比如,宁平镇特色养殖产业代表联络站,聘任康全农

牧有限公司负责人为副站长,在１６名驻站人大代表支持下,联

络站已成为新型农民的 “培训基地”和特色养殖的 “示范基地”.

三、丰富活动,实现产业发展和代表履职双促进.充分发挥

联络站设在产业、代表履职在产业的优势,强化双联系制度,常

委会成员联系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联系种养农户.每月开展一

次活动,把农业专家代表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座谈、走访、调研

等形式,找准制约产业发展的因素,解决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技术

问题.对群众开展产业技能培训,使群众融入产业、致富有

“术”.开展 “局长进站”活动,通过 “代表＋局长” “部门＋企

业”等形式,把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进行现场

交办推进.联络站紧盯交办问题解决,加强对问题的跟踪督办,

形成闭环监督,搭建起产业链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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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府部门靠前服务、主动服务,营造最优营商环境.截至目

前,产业代表联络站共开展技能培训、视察调研、局长进站等各

类活动１３７场次,代表提出意见建议１０３条,助力解决园区规范

管理、用电等问题９７个.比如,在宁平镇日光温室大棚基地,

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基地运营过程中存在变压器功率过大导

致损耗高、用电成本增加的问题,由于乡级电管站权限有限无法

解决这个问题,联络站将有关问题向县人大常委会汇报,人大常

委会第一时间将问题转交县政府及电业局,要求限期办理.

(周口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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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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