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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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商丘市:不断创新拓展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渠道

＊安阳市龙安区:多措并举　开启国家机关联系代表 “直通车”

＊临颍县:“民情夜市”把代表履职服务延伸至基层 “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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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 不断创新拓展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渠道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商丘市人大常委会积极组织市、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府一委两院”及其职能部门

负责人进驻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创新 “吸纳民意、汇集民智”

机制,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

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

一、进站活动察民情.市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６月份印发 «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进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的通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和其他

常委会组成人员主动对接所联系的５名人大代表,主动进站开展

活动,察民情、听民生,切实履行代表职责,密切同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联系,听取人大代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活动期间共收集意见建议１１０余

条,解决问题３０余件.

二、主动下访听民声.聚焦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全市

五级人大代表主动下基层,开展 “逢五惠民服务日”“逢六摆摊”

“十心实事”惠民日等接待群众活动,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解

答群众疑惑、解决群众难事,让群众真正感觉到人大代表就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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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同时,还开展 “代表议事亭”“代表议事长廊”“代表谈心广

场”等活动,推动代表接待选民从 “室内”向 “室外”、 “坐等”

向 “靠前”延伸.如睢阳区今年开展 “逢五惠民”接待群众

３５００余人次,人大代表每月五、十五、二十五日在公园向群众

宣讲党的政策、法律知识,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解答群众疑

惑、解决群众难事.今年以来,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共进站１４１５８

人次,接待群众２１３２９７人次、收集问题及意见建议２２６７个、解

决问题１８４４个.

三、站点问政汇民智.积极组织 “一府一委两院”及其职能

部门负责人定期进驻代表联络站开展 “站点问政”活动,与代表

互动 “面对面”,征求群众意见 “零距离”.问政时代表聚焦问

题、突出重点,对所涉及的民生问题,一件件督办,一件件落

实,明确规定 “一周之内见成效,一月之内见结果”,推动 “人

民群众想什么”和 “国家机关干什么”的精准对接,让老百姓在

“人大之问”中获得幸福感.如柘城县积极推行县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和 “一府一委两院”部门负责人、乡镇站所负责人常态化

开展 “站点问政”“代表督事”等民主协商活动,今年先后组织

“站点问政”３７次,听取群众意见建议１４５条.

四、法律服务解民忧.采取 “人大代表＋警官＋法官＋检察

官＋律师”的形式,推进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下沉基层,定期组织

警官、法官、检察官、律师到人大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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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法律知识、征求法律建议、提供法律服务,通过 “人大代

表”与 “公检法司”的 “双向奔赴”,实现 “１＋１＞２”的良好效

果,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法治社会建设.今年民权县组织法官、

检察官、律师共进驻站点２０余次,收集意见建议８０余条,发放

法律宣传资料２０００余份,解答各类法律咨询１５０余次,帮助解

决群众身边 “微小”民生问题６０余件.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安阳市龙安区: 多措并举

开启国家机关联系代表 “直通车”

近年来,安阳市龙安区人大常委会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通过人大常委会、 “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

人大代表点对点、面对面、零距离服务,主动回应代表和群众的

关切和诉求,自觉接受代表和群众的监督,增强了代表的履职获

得感,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度.

一、出台意见立章法.２０２２年龙安区人大换届后,新一届

人大常委会持续优化代表工作,出台 «龙安区国家机关进人大代

表联络站开展活动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各工委按照业务对

口的原则,进站活动的对接和统筹工作等,严格规范任务清单、

活动内容、进站职责,推动 “一府一委两院”等国家机关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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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与代表、选民面对面 “听取民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

«实施意见»与 «龙安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联系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关于县级领导干部人大代表进代表联

络站联系人民群众活动的通知» «龙安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

任接待代表工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形成互为补充,构架起民意

表达 “连心桥”、开启国家机关联系代表 “直通车”.

二、注重结合求实效.探索建立民生监督服务微信群.依托

网格监督服务微信群,密切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和群众的联系.

结合区委 «关于数字赋能基层网格化监督治理走好新时代网上群

众路线的指导意见»精神,围绕人大代表群内活动制度化、规范

化细化工作要求,明确人大代表进群四项任务:一是助力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二是收集民情民意;三是协助乡镇街道化解基层矛

盾;四是协助乡镇街道搞好政策宣传.活动中充分发挥乡镇 (街

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室、点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的协

调作用,组织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进各选区民生微信监督群开展

“亮身份、集民意、解民忧”活动.近一年来,代表收集群众意

见建议１３０余件,均妥善得到解决.如,区人大代表刘平在东风

乡活水选区民生监督微信群,看到群众反映到村里留守老人文化

生活需要加强的建议,立即向乡人大主席团汇报并及时结合龙安

区爱心公益志愿者协会对活水村进行了 “关爱老人,传递温暖”

的活动,为老人免费剪发,邀请民间歌舞团给老人们表演才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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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人们烹饪美味可口的爱心餐和营养水果,使村里的老人们获

得了幸福感、满足感,得到留守老人们的一致好评.探索建立国

家机关进站 “四步工作法”.在推动 “一府一委两院”等国家机

关负责人进站工作实践中,逐步建立全链条、闭环式 “四步工作

法”进站机制.一是前期调研,听民声.代表联络站站长组织代

表围绕国家机关进站议题开展调研,将征集的意见建议分类整理

后反馈给进站单位,让进站国家机关负责人在进站前了解群众的

真实心声,提前研究解决的办法措施,确保进在实处、有的放

矢;二是面对面问政,汇民智.国家机关进站与代表和群众面对

面交流,介绍住房、医疗、就学等最新政策方针,通报年度工

作、代表建议办理和民生实事进展等情况,接受代表提问,通过

一问一答,听取代表和群众的意见建议,解答群众的疑惑,现场

答复和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三是跟踪督导,解民忧.国家机关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针对进站时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和进站单位对

群众作出的办理承诺,由人大常委会各对口工作委员会,根据办

理时限要求,适时进行督导,确保问题 “销号”;四是办理结果,

看民意.年终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通过无记名投票方

式,对国家机关进站工作情况进行民主测评,并将测评结果在全

区进行通报,真正做到 “进站工作做得好不好,问题解决的好不

好,群众说了算”.国家机关进站活动开展以来,代表向进站单

位提出意见建议８６条,反映问题７３个,现场咨询相关政策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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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站单位能够现场解答的都给予了现场解答和解释,解决代

表和群众反映的问题６８个.

三、开展评议促联系.开展 “一询问五评议”转作风促联

系.区人大常委会每年都对政府有关工作部门开展专题询问、工

作评议、民生实事项目办理情况评议、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评

议、国家机关进站工作评议和法院、检察院员额法官、员额检察

官履职评议,通过专题询问和评议,强化代表所提意见建议和问

题的交办督办工作,国家机关正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把询问和

评议问题作为改进工作的方向和动力,促进国家机关进一步转变

作风改进工作,把各项工作认真落实到位,真正做到有询问、有

答复、有结果,推动人大监督成果更好转化为地方发展效能、部

门工作效能,取得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变

化.如,２０２３年,区人大常委会对全区中小学幼儿园规划建设

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形成专题询问审议意见,要求区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并在两个月内向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汇报整改落实情况,拉近了国家机关和人大代表距离.

区人大常委会还坚持邀请人大代表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制

度、视察调研、执法检查等活动,邀请人大代表参与 “一府一委

两院”工作征求意见、选聘人大代表为监督员等工作,通过多途

径、全方位加强国家机关与人大代表的联系,扎实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取得了较好效果.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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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县: “民情夜市” 把代表履职

服务延伸至基层 “末梢”

漯河临颍县人大常委会根据县域农业人口多,白天人口流动

大、不容易聚集,晚上喜欢扎堆闲聊的传统特点,积极探索打造

“民情夜市”品牌,即由人大代表牵头,每月组织一次 “民情夜

市”,推动人大代表目标瞄准群众 “急难愁盼”,切实解决他们

“燃眉之急”,真正让基层代表 “动”起来,代表工作 “活”起

来,人大工作成效 “实”起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一、健全机制激活力.依托乡镇 (街道)代表联络站 (点)

设立８１个 “民情夜市”点,出台 «人大代表联络站 (点)＋

“民情夜市”试点建设方案»,从指导思想、站点职责、夜市规

则、工作要求等方面作出五大项十三条具体规定,从制度上促进

代表依法履职、规范履职、高效履职.围绕关键环节,建立 “宣

传发动”“走访调研”“主题征集”“属地责任”“定量上报”“初

审把关”“快交快办”“台账月报”“调度督办”“结果反馈”等十

项制度, “民情夜市”收集的意见建议通过交办、承办、督办、

落实等各环节闭环管理,确保群众所提意见、建议件件有回音,

努力让群众的问题 “说了不白说”、代表的建议 “提了不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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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效履职聚民意.在 “夜市”点,基层代表利用人熟、

地熟、情况熟优势,组建一支紧贴群众的团队,由人大代表担任

队长,邀请片区所在的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理事会成员、

乡贤、热心村中事务的群众等担任团队成员,将各方力量凝聚、

整合起来,形成 “村事大家议、难事众人解、家事大伙儿评”的

工作模式.在每月组织 “民情夜市”的基础上,探索实施 “每周

三相约”模式,充分释放 “民情夜市”品牌效应,深入推进 “双

联”和 “代表联系群众办实事”活动,通过 “进站扫码,码上找

代表”“市上＋市下”等方式,广泛组织五级代表入 “市”进站

听民声,做到 “哪里群众有需要,站点就搬到哪里”,不再局限

于站点 “坐班”,在 “民情夜市”上,村民既可谈村庄发展思路,

也可讲生产生活困难,还可评邻里纠纷,不限范围、不拘形式,

使 “民情夜市”真正成为群众的 “议事场”,真正实现 “以民主

促民生”.２０２４年以来,开展 “夜市”８２次,代表参与３３８人

次,群众参与９１６８人次,收集民情民意２１０件,处理 “鸡毛蒜

皮、家长里短”纠纷９８件,在你来我往、常来常往中推动代表

履职活动走深走实.

三、发挥作用重实效.聚焦高质量发展定位,财经、法制、

教育卫生等专业代表小组代表在 “夜市”点围绕重点项目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双减、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

征求意见１０８３人次,形成５０多条 “金点子”被党委政府参考或

采纳,实现党委 “中心事”和群众 “心中事”有机结合,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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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的事”与政府 “干的事”精准对接.聚焦 “大班额、就医难、

物业管理不规范”等民生关切,组织开展 “人大代表＋选民代表

＋政府职能部门”的 “我问你答－－－夜市面对面”活动,紧紧

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向教育、卫生、民政、农业等职

能部门要问题解决的方案、答案、文案.主题活动以来,各乡镇

(街道)人大累计开展 “民情夜市”活动５４次,走访联系群众

２０７５人次,办理群众意见建议３４１条,推动解决了 “路灯亮、

路面平、口袋公园绿”等一批 “小而美、美而暖”的民生问题.

(漯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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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