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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 创新代表联络站 “全链模式”

助推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统筹推进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

载体建设,充分发挥代表专业特长优势,探索建立 “把代表联络

站建在产业链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问题解决在产业链上”的

“全链模式”,全方位让代表作用发挥在产业链上.

一、寻 “链”搭台,把代表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主动顺应

产业发展需要,切实做到产业落地到哪里,站点就搭建到哪里,

作用就发挥到哪里,实现代表联络与产业发展的互融共促.一是

科学化布局.坚持 “四必建”原则 (特色产业园必建、产业链优

势企业必建、知名专业合作社必建、集体经济好的乡村必建),

因地制宜建设产业代表联络站,突出产业优势、扶持政策、特色

服务,打造差别化站景,培育形成了 “一点一品一特色”的产业

代表联络站品牌.宝丰渔具产业代表联络站带动渔具供应链基地

５个、生产企业１２０余家,培育品牌８０余个.二是标准化建设.

研究制定产业代表联络站５项具体措施１５项建设任务,产业联

络站均建设有３室１厅１中心,实现 “九有六簿一册”,主动为

企业发展搭建有地方议事、有资金办事、有专人管事、有章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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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服务平台.目前,全市已建成 “全链模式”功能的家具、种

植、养殖、陶瓷等产业代表联络站２３个,在建２２个,辐射２１

个产业园区、近千家企业、９２个专业合作社.三是专业化管理.

强调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站长由能力强、威望高的企业家代表

担任.叶县家具产业代表联络站聘请县家具制造协会会长担任站

长,以商招商,已引进１６家企业入驻园区,配套落地上下游企

业３５家,年产家具４０余万套、产值突破１０亿元.

二、应 “链”而动,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依托产业代表联

络站,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代表活动,推动代表在 “链”上履

职、“链”上服务.一是搭建服务企业 “连心桥”.实行代表联系

服务企业 “五个一”制度,鼓励代表服务发展亮身份、作承诺,

定期组织代表开展惠企助企活动.新华区产业代表联络站常态化

服务企业,２０２３年以来,已推动解决制约企业发展问题８６个,

联系金融机构提供无息贷款７５０万元,让企业真切感受到 “人大

离得近、代表在身边”.二是提速立法民意 “直通车”.建立 “基

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站点融合平台,在立法项目规划、

法律法规制定等环节,广泛征求代表和企业家意见.在 «平顶山

市汝瓷文化保护条例»制定过程中,依托站点融合平台,征求立

法意见７２条,最大限度将市场主体反映的共性问题上升为法规

内容.三是画好共谋发展 “同心圆”.组建财经、法制、环保等

８个专业代表小组,采取 “站内＋站外”“固定＋流动”“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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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等多种方式,组织代表开展进园区、进企业、进工地、进

乡村活动,倾力为产业发展提供帮助支持.

三、因 “链”施策,把问题解决在产业链上.坚持问题导

向,全面摸排梳理产业发展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针对性

制定化解措施,助力企业诉求步入 “快车道”,问题解决跑出

“加速度”.一是多渠道发现问题.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设立代表

服务点,实行 “一人一码”“一站一码”,推行 “码上亮身份、码

上提建议”,实现服务企业 “零距离”、发现问题 “全天候”.创

设首个烟叶产业 “农家式”代表联络站,依托种植大户设立１３

个代表联络点,形成 “１＋１３”树状联通模式,通过 “末梢神经”

已收集涉企问题线索１６１条.二是制度化直面问题.出台代表议

案建议工作表彰办法,建立代表履职量化考评机制,引导代表积

极建言献策,将收集到的问题线索转化成高质量议案建议,推动

有关方面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共

收到代表提出的涉企类建议２８件.三是闭环式解决问题.推行

“企业点单、代表服务”工作模式,建立 “汇总梳理→分析研判

→交办督办→反馈评价”闭环督办机制.通过闭环督办机制,仅

用４２天就完成舞钢市天成鸽业科技园征地拆迁任务,协调解决

水电气等问题６７个.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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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 有效发挥代表联络站

在基层治理中作用

近年来,安阳林州市人大常委会依托１６个镇和４个街道的

代表联络站,组织代表与群众零距离、心贴心沟通与交流,听民

声、知民情、帮民困、解民忧,使代表联络站真正成为代表在闭

会期间依法履职的重要场所、为民服务的重要窗口、传递社情民

意的重要渠道、推进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一、密切联系群众,收集社情民意.人大代表联络站作为人

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畅通了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提

供了代表了解社情民意载体,使群众不出镇、街道就可向代表反

映诉求,让代表原汁原味地掌握民情民意.各代表联络站坚持实

行 “代表接待日”活动,结合各自实际,每周固定一天时间安排

３至５名人大代表进站接待来访群众,现场答复群众提出的问题

和诉求,听取和收集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汇总梳理后由镇人大

主席团、街道人大工委根据意见建立办理权限,及时上报市人大

常委会转办或转办落实,保证群众诉求得到合理解决.在此基础

上,各镇、街道结合自身实际,依托代表联络站强化了代表与群

众的联系.原康镇人大采取 “线上＋线下”“站内站外”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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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 “代表亮身份”活动,用制度保障代表全天候联系群

众,做到民有所乎、我有所应.横水镇人大通过 “民生微信群”

和 “两代表一委员建议群”,实现群众意见第一时间收集、第一

时间反映.

二、强化沟通协调,督促政府履职.依托代表联络站平台作

用,定期组织开展代表小组活动,组织代表调研、视察、参与人

大执法检查等工作,代表更多知情知政,督促政府更好地改进工

作;同时还发挥代表扎根群众的优势,加强对国家政策、政府工

作的宣传,引导群众更多支持、配合政府工作,加强了政府与群

众的联系.对履职过程中收集到的群众意见和需求,及时向政府

部门反馈,并跟踪监督政府部门的回应和处理情况,较好地发挥

了人大代表联络站桥梁纽带作用.黄华镇人大组织各代表小组助

力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振兴等主题活动的同时,开展对镇直部门

评议活动,监督支持政府改进工作、转变作风、提升效能.陵阳

镇人大把代表联络站活动融入全镇工作大格局,组织召开群众代

表民主协商会,帮助政府科学制定老旧小区改造方案,使林钢社

区改造工作顺利完成并赢得了群众赞誉,通过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走出了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 “民主”路.

三、参与议事决策,服务基层治理.代表联络站为代表参与

基层治理提供了支撑,广大代表在参与代表小组活动过程中,广

泛知情知政,积极参与镇村两级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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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全面服务基层治理工作.在项目评

审、政策制定等重大事项实施过程中,市镇两级政府都会通过代

表联络站邀请代表参与其中,保证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更加科

学、更合民意.在市级层面实行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基础

上,林州市１６个镇全面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每

年政府要干什么民生实事让代表说了算,由过去 “为民做主”变

为了 “由民做主”,让民生项目实实在在办到群众心坎上.２０２２

年林州市在４个街道推行代表议事会制度,借助人大代表联络站

平台,以人大代表为主体的议事代表定期讨论决定街道重大事

项,真正发挥了人大代表议事决策职能.在村级 “四议两公开”

实施过程中,代表联络站发挥代表联系、监督职能,组织代表广

泛参与选区所在村的议事会,保证村级事务规范运作,让村 “两

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四、督促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在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

中,人大代表融入网格,积极配合参与基层治理,督促帮助化解

基层矛盾纠纷,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成为基层网格的核心力

量,真正达到了 “小网格”发挥 “大作用”的效果.在代表接待

选民、开展代表小组活动过程中,对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在按

规定程序转办的同时,代表坚持跟踪监督,对化解情况做到知转

办单位、知责任人员、知办理结果等 “三知”,确保矛盾纠纷有

人管、不推诿、有结果.东姚镇人大依托代表联络站倡导代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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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宣传员、服务员、监督员,充分发挥代表闭会期间作用,付建

梅等代表在代表联络站接待群众时,针对马平村付某反映浇地水

浸泡其住房造成财产损失两年得不到解决一事,在安抚付某同

时,按程序向镇人大主席团反映后,对办理情况全程根据监督,

问题仅三天就全部赔偿解决到位,较好地促进了社会稳定.

(安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开封龙亭区北郊乡: 打造特色人大代表

履职新平台

开封四季城人大代表联络点由人大代表自行发起,是依靠社

会力量建设和保障的新型代表履职平台,驻点的２７名五级人大

代表立足本职工作、发挥主体作用、主动灵活履职、服务人民群

众.主题活动开展以来,联络点深入推进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

体建设,扎实构建 “建、管、用、融”工作体系,不断探索吸纳

民意汇聚民智的工作机制,推动代表在联系群众、服务发展中担

当作为.

一、亲民化升级.遵循 “四得”标准 (看得见牌,进得了

门,找得到人,说得了事),在发起人杨国胜、苗振宇代表的带

领下,四季城人大代表联络点建在龙亭区北郊乡四季城小区东门

临街房,开在老百姓跨一脚、迈一步就可以进来的家门口.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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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的选民接待区、日常办公区、代表会议室、代表档案室等功

能区室,配备专职工作人员、添置电子信息屏、设立百姓意见

箱,开通了微信邮箱二维码等网络沟通渠道,方便群众联系、便

于代表履职.

二、规范化管理.本着 “四自”初心 (自发创建,自愿驻

点,自行保障,自觉活动),在市、区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四

季城”建立 «驻点人大代表工作职责»«联络点工作制度»«基层

立法联系点工作职责» «联络点接待选民 (群众)工作流程»等

制度.健全 “请进来＋走出去”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探索了

“群众点单、代表派单、政府接单、群众评单”闭会建议闭环处

理模式,打造 “心愿邮局”特色党建品牌,叫响 “你的心愿,我

的志愿”口号.通过上级人大网站、微信公众号和市主流媒体加

大对活动开展和代表风采的宣传报道,不断激发代表履职热情、

持续引导代表自觉履职.

三、多元化使用.凭借 “四跨”优势 (跨选区、跨级别、跨

行业、跨层次), “四季城”组织代表开展多元化履职活动,积极

推动联络点成为开门立法的 “议事厅”:通过构建 “２７＋１０＋１０＋

N”的工作格局 (２７名人大代表＋１０名专业人员＋１０名信息采集

员＋N个联系单位),组织代表参与 «河南省中小微企业发展促进

条例»、«开封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等６部地方法规的立法调研,

１０条建议被采纳.围绕物业管理服务问题,进行了１次调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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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座谈,汇总３０条意见建议,并联名提出制定 «开封市物业管理

条例»的立法建议,开封市人大常委会已将物业管理立法纳入立

法项目储备库.监督工作的 “助推器”:通过吸纳民意,提出３件

闭会建议,经过跟踪督办,市教体局为解决安置房片区孩子 “上

学难”问题,调整中学布点,启动小学建设.市住建局组建 “人

大代表服务队”,接受代表监督,落实代表合理化建议,推动群众

热盼的广济路建设.市国动办创新人防工程分期竣工核实办法,

实现收房即可办证,开封房地产协会代表数十家企业向联络点赠

送 “为企业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锦旗.联系群众的 “连心

桥”:联络点坚持每月２０日开展一次接待群众活动,自成立以来,

参加活动的代表８０多人次,共接待周边群众１５０多人次,通过收

集社情民意,反映民情民愿,解决了劳动路北段便民市场、北郊

乡卫生院新院址等问题.对于涉及公交站点设置和运行线路、安

置房不动产权证办理、业主委员会成立程序等诸多短时间内不易

解决的百姓呼声,驻点代表们一方面向群众耐心解释、征得理解,

一方面研究对策并向有关部门积极反映,使老百姓带着问题来,

带着笑脸走.驻点代表们还积极响应全省 “人大代表在行动”主

题活动号召,发挥各自专业优势,通过举行义诊惠民活动、设立

开封高中 “春晖园丁奖”、与市老龄协会联动开展活动等形式,加

强同人民群众联系,增进同人民群众感情.

四、数智化融合.依托省市人大网上履职系统,积极推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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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与代表工作深度融合,更好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一

方面,认真贯彻全省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工作推进会精

神,主动对接网络平台建设工作,成为开封市第一个上线的人大

代表联络点,实现了与省、市人大代表联络总站信息资源的互联

互通与信息共享, “数智”赋能人大代表 “云端”履职,便捷化

服务人民群众 “键对键”“零距离”“不断线”.同时,还多次通

过视频连线,接受全国、省、市人大线上指导观摩、线上座谈交

流,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按照全市统一部署,积极探索

联络点与市域社会治理 “一中心四平台”有机结合、深度融合,

通过接待群众、视察调研等收集到的 “社情民意”事件,报经代

表联络站点审核后推送至 “一中心四平台”,由平台按照规定和

流程,转交相应职能部门办理并限期答复代表、反馈群众,推动

驻点代表在闭会期间深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畅通人民群众

社情民意表达和解决渠道.

(开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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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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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