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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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长垣市:代表链上聚力　助推产业发展

＊原阳县太平镇:以流动联络站为支点　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

智机制

＊原阳县路寨镇:聚焦 “四个一”　助力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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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市: 代表链上聚力　助推产业发展

新乡长垣市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 “为人民履职、为长垣添彩

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聚焦整合全市重点产业人大代表

的力量,成立防腐产业代表联络站、起重产业代表联络站,着力

把代表聚集到产业链、把代表职责履行在产业链、把代表作用体

现在产业链上.

一、开展 “码上见代表”活动,发挥 “连心桥”作用.为更

好推动长垣市防腐产业和起重产业的发展,方便群众与代表的联

系,两个产业代表联络站开通 “码上见代表”微信小程序,并在

联络站内设置二维码公示牌,群众扫码后,就能向代表反映问

题,实现群众线上见代表的功能.同时产业代表联络站不断优化

群众意见分级分类处理流程,建立 “汇总梳理—分析研判—交办

督办—反馈评价”闭环机制,对收集到的意见建议按照规定反馈

至相关部门,并及时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协调解决,

充分发挥代表联系群众、联系企业的 “连心桥”作用.今年以

来,两个产业代表联络站先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１３条,整理后

提出代表建议４件.

二、开展产业代表座谈活动,发挥 “智囊团”作用.为推进

产业代表在 “专业领域”发挥作用,长垣市产业代表联络站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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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于企业、问需于企业、问计于企业”,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和

重大项目,定期召集产业代表、行业专家、相关部门进站召开座

谈会,通过站点紧紧把代表、专家、部门力量汇集在产业链上,

促进产业代表联络站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今年以来,防腐产业

和起重产业代表联络站分别组织了２次集中座谈活动,代表参与

率均保持在９０％以上,提出专业性意见建议１０条.防腐产业代

表徐晓天在座谈会上建议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搭建一个服务于防腐

企业和防腐从业者的 “新质综合服务平台”,常态长效的改善了

防腐行业的整体经营局面.起重产业代表、联络站副站长王海燕

建议政府加大人才引培,通过健全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完善教

育、住房、医疗等服务保障,提升了对各行业人才来长垣发展的

吸引力.

三、开展代表履职主题活动,发挥 “领头雁”作用.长垣市

产业代表联络站积极引导产业代表深度参与 “为人民履职、为长

垣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争当 “四个表率”、引领 “二次创

业”和助力 “招商引资”等活动,立足岗位实际、行业特点,各

尽所能、各展所长,积极投身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切实

发挥人大代表的示范引领和带头带动作用,把产业联络站打造成

为 “强强联手、抱团发展”的聚集体.长垣市人大代表、起重产

业联络站站长李联合积极组织驻站代表,把发展高端起重产业作

为加快新旧产能转换的重要举措,加快研制节能、绿色新产品的

步伐,通过装备升级、工艺优化、品质提升等举措完成对现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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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的技术改造升级,为擦亮 “中国起重之乡”品牌、做大做强

起重产业贡献力量.长垣市人大代表、防腐产业联络站站长刘红

军与驻站代表在多次调研的基础上,先后领衔提出了 «关于规范

长垣防腐市场的建议» «关于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加强与国

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本土防腐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的建议»等建议,均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起重产业

人大代表、卫华集团董事长韩红安,聚焦起重产业一线,建设了

全国领先的起重机主结构件智能焊接生产线,实现起重装备智能

化、绿色化、模块化、标准化的设计和柔性生产制造,开发出起

重机专用嵌入式工业控制芯片.卫华集团创建成河南省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今年以来取得专利授权９０件,７个科研项目通过了

省级科技成果鉴定,实现纳税２６亿元.

原阳县太平镇: 以流动联络站为支点

健全吸纳民意、 汇集民智机制

为深化代表主题活动开展,原阳县太平镇人大主席团精细制

定 «关于开展 “为人民履职、为太平添彩人大代表双岗建功”

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创新建立镇人大代表流动联络站常态化机

制,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考核标准,并持续全面推进.

一、把流动联络站设在田埂上. “三夏”期间,太平镇人大

主席团始终坚持同镇党委同心协力、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紧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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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夏”重点工作,在田间地头设立代表流动联络站.一是利用

“三夏”禁烧卡点,设立 “代表流动联络站”人大服务点,协助

镇党委做好禁烧宣传工作,同时为过往群众提供服务,开展田埂

上的人大代表 “值班点”履职活动.二是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辖区

内各村夏收点开展履职活动.代表们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

解决农机故障、协调农资供应,提供技术指导、帮助群众抢收晒

粮,走访现场解决困难、收集民情民意.今年以来,太平镇人大

以 “流动站”形式,接待群众１４７人次,收集意见建议７３条,

解决问题５１件.流动联络站放大了基层一线人大代表 “零距离”

联系群众的优势,拓展了代表履职渠道.

二、把流动联络站搬到 “家门口”.多形式开展 “摆摊接待”

“板凳会”等联系群众活动,广泛征集民情民意,为镇政府民生

实事项目征集提供支持.采集到的信访苗头和安全隐患,代表们

及时反馈,镇人大梳理交办并专项督办落实,发挥着独特且难以

替代的作用,成为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流动联络站

的 “一网四制”结合时下正在开展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集中整治行动,发动人大网格作用,责任、监督、处理、反馈

四项机制协同,面对面倾听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解决村内堵

点难点问题,通过入户走访和 “摆摊接待”等交流形式,梳理总

结出２２项整改任务共计５７条具体问题,并已完成问题整改５２

条.

三、把流动联络站建在项目中.镇人大主席团在镇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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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力支持下,组织人大代表开展专题学习观摩,及时听取代表

建议,共同探索实践、细致谋划,凝心聚力,形成 “党委＋人大

＋政府＋代表”四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凝聚了全镇推动基层示范

点建设的强大合力.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流动联络站积极协助

政府部门和施工单位,深入农家了解耕种情况,宣传推动高标准

农田建设实施,全程监督项目落实情况,助力项目顺利推进.通

过观摩,研究制定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在保障 “原阳大米”品牌

优势的基础上同时推广旱作物区发展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明确时

间节点,夯实工作任务,切实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助

力粮食稳产增收.

流动联络站不仅是代表履职服务站点,更是一个信息交流和

问题解决的中心. “流动联络站”的触角延伸到 “三夏”禁烧、

秸秆综合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品牌创建等工作中,人大

代表为人民履职、双岗建功的身影也常态化的活跃在人民群众

中.

原阳县路寨镇: 聚焦 “四个一” 　助力产业振兴

新乡原阳县路寨镇人大以 “人大代表帮帮团”为依托,聚焦

“水稻改种”项目,打造 “产业代表联络站”,以 “一个平台、一

支队伍、一套机制、一个关键”为着力点,通过推进水稻种植项

目,为全镇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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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搭建 “一个平台”,创新履职形式.为促进产业发展,

扎实推进主题活动,路寨镇搭建以 “水稻改种”项目为载体的

“产业代表联络站”,统筹各级人大代表驻站发展产业. “产业代

表联络站”成立以来,形成决策、执行、保障、督导 “四位一

体”的作战体系,按照 “工作项目化、推进工程化”的思路,明

确任务、目标、时限和责任四项清单,确保 “水稻改种”项目推

进好,产业联络站建好、用好.

二、锻造 “一支队伍”,落实主体责任. “产业代表联络站”

成立后,临时组建产业帮扶 “人大代表帮帮团”,推出一批务实、

高效、担当的县、乡人大代表入驻.形成以县代表包村、乡代表

包片分级动员形式,建立工作台账,压实责任,逐户、逐地块明

确责任人,实行水稻改种销号制度.通过村广播、微信群等方式

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高压态势,确保动员不漏一户,不漏一块

地,形成浓厚的产业发展氛围,增强群众发展水稻产业的信心.

三、完善 “一套机制”,集聚发展动能.聚焦产业发展关键

节点、重要环节精准发力,围绕水稻种植产业,在主题活动期间

初期 “起好步、开好局”,中期 “签好协议、种好水稻”,尾期

“扫好尾、收好关”.发挥好 “产业联络站”工作机制,及时与相

关部门沟通协调,对接县财政局分批落实农户水稻种植补贴和相

关经费保障;对接县农业农村局,协调水稻种植的业务技术指

导;对接县水利局,统筹水资源调度,保障水稻用水需求,确保

水稻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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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扭住 “一个关键”,提高履职效能.针对不愿意种植水

稻农户及因部分 (地势高、沙土地等)的实际种植成本较大地块

等关键问题, “产业代表联络站”驻站各级人大代表因户施策,

逐户走访动员,逐户分析不签订、不种水稻原因,通过找到主要

矛盾,抓住关键人物,把握关键环节开展动员工作,打消群众顾

虑.同时协调专家现场指导、培训高产优质栽培技术,指导种植

对象实施育苗和定植,确保农户种得了、种得好、能变现,保障

产品优质、可靠.

(新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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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