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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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四)

＊漯河市:聚焦中心大局　做实 “三抓三促”　全力推动主题活

动提质增效

＊郏县:“站点＋活动”为代表履职搭台赋能

＊虞城县:架起 “连心桥”　拓宽 “履职路”　始终践行 “民呼

我应”工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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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 聚焦中心大局　做实 “三抓三促”

全力推动主题活动提质增效

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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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以服务中心大局为目

标,以做实 “三抓三促”为主线,市县乡人大协调联动、同题共

答,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响应、迅速行动,多措并举推动主题活动

走深走实,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在为民服务中履好

职、在中原出彩中添浓彩.全国人大 «联络动态» «中国人大»

«人民代表报»等报刊多次介绍我市做法.

一、抓平台促融合,着力探索作用发挥新路径.坚持把加强

履职阵地建设作为代表发挥作用的有力抓手,在乡镇、村 (居)

高标准建成３３８个代表联络站点基础上,深入探索 “跨界”合

作,扎实做好 “三化”文章,推动代表履职更具针对性、实效

性.一是把联络站点向产业化拓展.依托全市开发区设立５个企

业代表联络站,结合园区产业布局和链群培育,建立食品加工、

盐化工等１９个产业联系点,推动联络站点和园区建设、产业发

展深度融合,定期组织驻站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入站现场办公,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全市企业代表联络站先后为园区３０多家企

业解决资金融通、土地报批等问题１５０多个.二是把代表小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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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聚集.采取条、块结合模式,设立冷链物流、香菇种植、

木业加工等１６个特色代表小组,组建教科文卫、城建环保等１５

个专业代表小组,充分发挥每个代表的专业特长和优势,凝个智

为众智、聚散力为合力.今年以来,各代表小组开展集体视察调

研２６０多次,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２７篇,«加快现代食品产业体

系培育»等一批调研成果受到市委主要领导批示肯定.全国人大

«联络动态»专题刊发了我市做法.三是把履职平台向网格化延

伸.发挥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优势,组织各级人大代

表进社区入网格,积极参与矛盾调解、法治宣传等工作,推动代

表履职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全市议事新场景、治理新模式不断

涌现.郾城区大力推广以社区为主体的 “５１０”圆桌议事会制度,

由人大代表、网格长、社区负责人等组成议事会,就基层群众关

心的物业管理、环境卫生等具体事务共商共议,推动解决群众反

映的困难和问题１８０多个,有效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二、抓机制促长效,着力畅通民意表达主渠道.坚持把开展

主题活动作为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的有效载体,认

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河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进一步增强听民声的广度、聚民智的精度、解民忧的

力度.一是在用心听民声上下功夫.持续深化人大代表 “五个

一”活动,实行 “代表周三见”制度,坚持每周三至少安排２名

人大代表在联络站点轮流坐班接待群众,和群众拉家常、谈心

事,打造群众身边的 “民意窗”.结合农村传统集市、庚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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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代表 “摆摊开店”,运用 “线上＋线下”“站内＋站外”“固定

＋流动”等多种方式,架起代表同群众联系的 “连心桥”,畅通

收集社情民意的 “直通车”.先后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开展活动

８６０多次,接待走访群众３５万多人次,收集意见建议２１００多

条.二是在用情聚民智上下功夫.组织开展 “局长 (主任)进

站”“站点问政”等活动,主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面对面倾

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关切.召陵区开展 “六进”活动,组织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人大代表共同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

市场、进小区、进庭院,围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征求意

见建议１８６条,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在身边.坚

持开门立法,依托４８个基层立法联系点,组织代表开展立法项

目建议征集、法规草案意见征求等活动９０多场次,２００多条意

见建议被吸纳,真正使立法凝聚着民智、满载着民意.三是在用

力解民忧上下功夫.从群众身边的小事、关注的难事、想办的实

事入手,通过群众点单—代表定单—人大派单— “一府一委两

院”办单—代表督单—群众评单 “六单制”闭环模式,解决了公

共绿地建设、涵洞积水等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实施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在基本实现市县乡三级全覆盖的

基础上,对全市今年票决产生的３２２项民生实事,组织代表加强

跟踪督办,共同推动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让 “民生之盼”变

“群众之赞”.截至目前,市定１０件２０项民生实事已有７项提前

或超额完成,１３项正在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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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抓统筹促发展,着力助推现代化漯河 “三城”建设上台

阶.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漯河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

之城、幸福之城建设,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找准切入点、

结合点,使人大工作更好向中心聚焦、往创新拓展、为大局服

务.一是凝心聚力助推产业发展.围绕现代食品、新材料、先进

制造三大产业集群和 “１１＋８”重点产业链,精心组织代表开展

集中视察调研３０多次,就产业链群培育提升等召开座谈会２０多

场次,提出意见建议１７０多条,力促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挥企

业家代表在产业链群培育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双汇、卫龙等食品

企业成为全省重点产业链盟会长单位,漯河现代食品产业集群入

选全省十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全市食品产业规模占全省１/

５、全国１/５０.二是精准发力助推科技创新.围绕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实施、新质生产力培育,组织教科文卫领域代表到杭州市之

江实验室、浙江大学未来食品实验室等学习先进经验,市县人大

联动听取研发投入暨创新平台建设情况工作报告,及时作出审议

意见,拟制定出台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决

定.鼓励支持科技领域代表各展所长、大胆创新,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市人大代表江正强带领中原食品实验室科研团队,为省内

外２５６家食品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发布代表性科研成果２５项,

授权专利１８项,快乐酸奶、乐荷酒等一批新产品已陆续上市,

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三是持续加力助推项目

建设.围绕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和 “万人助万企”,积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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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参与视察、调研、督办等工作,采取 “专项工作评议＋专题

询问＋满意度测评”组合模式,对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１２个

政府组成部门推进 “三个一批” “三个五百亿”重大项目建设情

况开展评议询问,人大代表全程参与,召开座谈会２０多场次,

发放调查问卷３５０多份,收集代表意见建议８３０多条,及时转市

政府及相关部门研究落实,１０月下旬还将对被评议部门 “一把

手”进行现场询问和满意度测评.通过代表的依法履职、主动作

为,助推漯河 “三个一批”项目建设批批先进,为全市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保持全面领先、持续领先良好态势

发挥了人大积极作用.

(漯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郏县: “站点＋活动” 为代表履职搭台赋能

郏县人大常委会把开展 “为人民履职、为中原添彩人大代

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作为年度重点工作,围绕规定动作六项内容

高位推进,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郏县实践,特别是围绕 “站

点＋活动”这一载体抓手进行探索创新,有力提升了代表履职质

效.

一、创新拓展 “全链模式”,引导代表深度融入产业发展.

郏县人大按照省市人大产业代表联络站建设要求,深度拓展市人

大产业代表联络站 “全链模式”,因地制宜把代表联络站建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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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上,把代表聚在产业链上,把问题解决在产业链上,把作用

发挥在产业链上.依托郏县铁锅、红牛、烟叶、陶瓷等特色产

业,在企业或产业链上建设代表联络站,实施差别化站点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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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组织代表进园区、进企业、进项目、进工地开

展惠企助企活动,为产业发展提供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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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安排领导干部中的代表进站

听取意见建议,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郏县共建成 “全

链模式”代表联络站６个,辐射８个产业园区、近百家企业,推

动解决制约发展问题６５个.平顶山市产业联络站的创新做法被

省委办公厅 «工作交流»进行刊发,被全国人大转发.

二、创新 “农家式”联络点,引导代表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为切实帮助解决好群众身边的 “关键小事”“民生实事”,我们在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创新推出了 “农家式”代表联络点.在抓好

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我们在全县１５个乡镇 (街道)全面铺开.

目前,全县３３０余名人大代表已设立 “农家式”代表联络点３３０

余个,实现了代表与选民搭桥连心,同频共振.比如,县人大代

表王艳锋建立的烟叶产业 “农家式”代表联络站,辐射１３个联

络点,形成 “１＋１３”树状联通模式,通过 “末梢神经”收集各

类意见建议１６１条,带动种粮大户、脱贫户种植烟叶７００亩以

上,全村烟叶收入达４００多万元,解决务工８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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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 “提派办评”机制,引导代表更好服务中心大局.

为激励代表为民履职,郏县创新 “提派办评”四方联动机制,精

准发力,靶向解题.一是发动群众提建议.要求各乡镇 (街道)

人大定期组织召开座谈会,收集群众关注度高的热点、难点问

题.问题建议归为属地办理的,当场交办;归为县 “一府一委两

院”办理的,上报县人大代表工委.对反映集中的问题,召集人

大代表和群众代表集中研讨,决定需要上报县人大重点问题建议

内容.二是委室推动派建议.代表工委对上报的重点问题建议进

行梳理研判,县人大７个委室按照工作职责主动认领派发,协调

推动５６个县直单位带着问题建议进站办理.三是部门认领办建

议.县直单位负责人积极主动认领县人大所派任务,及时按要求

进站答复,接受现场询问,回应办理情况,先后有２６件关于养

老服务、营商环境、项目建设等方面问题建议向有关单位派发,

目前,已全部办理到位.今年以来,先后推动县经开区入驻企业

１２家,完成投资２０４９亿元,三期 “三个一批”开工项目４４个,

总投资８５３亿元.四是代表客观评建议.责任单位针对提出的

问题进行整改落实,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回访测评.部门负责人进

站应询问题办理质效情况,由代表工委负责组织人大代表按照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进行现场测评,测评结果向县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研究通过后最终报至县委,并向政府

通报.今年列入县人大评议的８个单位负责人已全部进站征求意

见建议,答复群众代表提出的问题.如,在养老服务建议办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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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发现６０岁以上老人坐公交没有享受免费政策问题和养老

服务机构没有实行居民生活类用电价格标准问题,县交通局和供

电公司立行立改,已全部解决.

四、创新 “数智化”考评,客观评价代表履职成效.一是建

立科学考核体系.制定出台 «郏县人大代表履职考核管理办法»

«郏县人大代表履职年度积分标准»,探索 “数智人大平台＋代表

联络站”代表履职积分量化考评机制,对代表参会、培训、参加

活动等六大类１１小项进行量化赋分.同时,对优秀建议、重点

督办建议等４项履职情况设立加分项目,实现代表履职具体化、

数字化、透明化.二是公正评估履职情况.会议期间,代表出席

会议和提议案建议情况,由数智人大系统直接赋分;闭会期间,

由代表联络站负责对代表履职情况客观记录.代表也可依托 “数

智人大”手机 APP,填写活动情况,由发起者审核.通过代表

联络站上报、乡镇 (街道)人大审核、代表工委复核、主任会议

确定等程序,最终形成代表履职 “成绩单”.三是强化考核结果

运用.将考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作为全

县人大工作评先表彰、人大换届时推荐连任代表人选的重要依

据.年度考核为优秀的给予大力宣传表彰,考核为不称职的及时

谈话提醒教育,未经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其

代表资格终止.上届县人大代表履职以来,已有１００余名代表获

得连任,涌现出了 “全国巾帼新农人”秦丽敏,带领天晟电气创

成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的武天佑,服务三农的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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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司令”刘红伟等一批人大代表先进典型.

(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虞城县: 架起 “连心桥” 　拓宽 “履职路”

始终践行 “民呼我应” 工作理念

商丘虞城县人大常委会在省、市人大常委会的精心指导和商

丘市委、虞城县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了以２５个乡 (镇)代表联络站为

主体、７５个代表之家为依托、６１０个村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为支

撑的人大代表三级履职平台,广泛动员全县２０００多名各级人大

代表积极投身 “为人民履职、为中原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

题活动,通过搭建平台让代表 “进来干”、创新形式让群众 “想

来说”,展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为民、成效利民的风采.

一、健全制度机制,提升 “双联系”质效

(一)“五联六进”工作机制让主题活动更接地气.常态化安

排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各级人大代表、县 “一府一委两院”

及其工作人员进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室、

基层立法联系点听民声,进现场收集民情民意、讨论解决群众热

点难点问题.自主题活动开展以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

专题学习培训６００余人次、履职活动３００余人次, “一府一委两

院”征求人大代表和群众意见５００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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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个一”工作举措让主题活动更有底气.引导各级人

大代表每季度至少参加一次集中学习、一次视察调研、一次执法

检查,每年至少帮扶一户困难群众、做一件实事、提出一件议案

或建议,有效提升代表履职能力,促进群众利益表达,为政府科

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力支撑.如:我县的蜗牛小镇建设就是

在人大代表推动下,完成 “三变”改革,由群众入股、参股、享

受公司分红,发展近郊经济.

(三)“六心”工作模式让主题活动更贴民心.热心接待、细

心梳理、精心交办、用心督办、真心反馈、悉心归档,进一步健

全群众意见分级分类处理流程,确保群众反映社情民意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如:我县的马牧老街由断头路、坟头窝、垃圾

场、臭水沟改造成非遗集结地、文化会客厅就源于群众的需求、

代表的建议.«一条代表建议繁荣一条老街»荣获省人大常委会

新闻宣传一等奖.

二、丰富活动载体,激发代表履职新动能

(一)擦亮 “摆摊”品牌,让代表与群众零距离.明确各乡

(镇)混合编组本乡 (镇)内各级人大代表轮流参加所在代表联

络站开展的人大代表 “摆摊”接待群众活动.人大代表摆出 “接

待群众”摊位,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让群众真正感觉到人大

代表就在身边,人大代表是实实在在做事.２０２４年以来,我县

的城关镇 “逢六摆摊”活动共举办２２次,先后有１３０多名人大

代表参加,接待群众２３００多人,现场解决问题７６件,收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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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２００多条.经验做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联络动态、中国人大

网、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上报道.

(二)推动 “网格化”管理,让代表履职全天候.按照 “邻

近编组、相对均衡、灵活管用”的原则,把人大代表划分若干责

任网格,建立选民 (户)全覆盖 “微信群众”.通过 “线上＋线

下”的方式,方便群众及时联系人大代表,及时了解政策动态,

及时知晓办理进度,让人大代表自觉在 “格”中履职.如,我县

的城郊乡根据人大代表分布情况,划分为 “湿地休闲区代表之

家”“城市规划区代表之家”“农业种植区代表之家”,实现人大

工作的灵活性、管理的便捷性、工作的时效性.

三、突出特色优势,统筹解决群众期盼

(一)依托专业优势,发挥智库服务力.为使法治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县人大常委会成立由５１名资深律师和公安司

法、农业农村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组建的法律政策

咨询专家库.邀请专家库成员进驻乡 (镇)代表联络站,提供专

业知识和工作建议,切实把群众诉求听清、问题症结找准、政策

法规讲透.目前,专家已参加活动１３余次、提出意见建议３４

条.围绕 «商丘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提出的２条意

见建议,被市人大常委会采纳.

(二)依托产业优势,凝聚发展向心力.为提振发展信心、

助企纾困解难,组织领导干部、龙头企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

的人大代表进驻高新区产业代表联络站,以 “亮身份、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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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履职,常联系、善联动、能联手” “三亮三联”为抓手,通过

“听、议、办、督、评”五步工作法,推动人大代表在 “链”上

履职、在 “链”上服务.

(三)依托本地优势,汇聚振兴大合力.为助力乡村振兴、

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本乡镇人大代表职业优势,开展比学习、比

能力、比创新、比履职、比成效的 “六比六看”活动,优秀人大

代表、专业技术人员、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到田间地头、农户家

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等场所开展不拘形式、内容丰富的课

堂,做到沟通联系到位、走访了解到位、用心用情到位,形成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局面.

四、票决民生实事,以 “民主”定 “民生”

遵循 “尊重民意、把握重点、量力而行”的原则筛选民生实

事候选项目,以人大代表票决方式选定项目,适时开展专项视

察、听取专项报告、以电子表决的方式进行满意度测评,形成民

生实事项目征集由群众参与、实施项目由代表票决决定、实施过

程由代表跟踪监督、完成结果由代表民主评议的工作机制,使民

生实事项目更符民情、更贴民心、更合民意.我县的新能源免费

公交车８０辆通行,以孝治家大食堂８０个投入使用,雨污水管网

改造提升项目顺利完成等.

(商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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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