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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 以民生实事为 “弦”

奏响为民服务主旋律

近年来,新乡市原阳县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在市人大精心

指导和大力支持下,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完善民生实

事项 目 人 大 代 表 票 决 制 工 作,经 过 探 索 实 践,推 动 形 成 了

“１３１２１”工作模式 (即 “一套制度”保障、 “三个层面”征集、

“一个办法”票决、“两查一评”监督),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让民生实事项目真正成为人民满

意的民心工程.

一、“一套制度”保障,高站位推动实施.２０１９年底,县人

大在市人大常委会主要领导带队赴浙江省温州市、湖州市学习考

察先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研究制定切合

县情实际的 «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工作意

见»,呈报县委.县委高度重视,召开县委常委会专题研究,以

县委文件印发,从２０２０年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依据县委 «实施意见»,县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实施办法、工作意见等配套文件,明确规定民

生实事项目从征集、筛选、票决、监督、评议等整体闭环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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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层面”征集,全民主筛选项目.一是职能部门全

覆盖.县政府征集各职能部门事关教育、医疗、文化、就业、养

老、环保、交通、城建等方面的拟办民生建议项目.二是信息平

台全铺开.以县融媒体中心、县政府、县人大等官方网站为信息

收集平台,广泛收集群众最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三是民主渠道

全运用.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 (点)和开展人大代表调研周活动

等方式,征集各级人大代表和选民的意见建议.县政府将三个层

面征集的民生实事项目,按照 “急需先立、成熟先立、好中选

优”原则梳理筛选,初步拟定票决候选项目,经县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报请县委常委会审定后,县人大常委会将确定的民生实事

候选项目,列入县人代会会议议程,提请全体代表票决.

三、“一个办法”票决,法治化确定项目.大会主席团围绕

酝酿讨论、差额票决、全面公开要求,制定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办法»,经全体代表表决通过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依法

票决,来保证票决项目的法定性.一是充分酝酿讨论.在每年县

人代会上,县政府常务副县长就候选项目情况在代表大会全体会

议上作说明,将候选项目确定过程和每一个候选项目的具体情况

(包括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实施主体、投资额度、相关要求等)

书面印发代表,与会代表分组审议,提出意见建议.二是依法差

额票决.县人大代表依照票决办法,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按照

办法规定的差额比例,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进行票决.三是全面

公示公开.大会主席团根据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得赞成票数,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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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比例从高到低确定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以大会公告的形式向

社会公布.

四、“两查一评”监督,全过程跟踪问效.将票决出的１０件

民生实事项目列入年度监督计划,建立年中开展视察督查、年末

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次年人代会满意度测评的 “两查一评”跟

踪问效机制.一是做好视察督查.每年９月,组织常委会组成人

员、相关人大代表,对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建设进度进行集中视

察并召开座谈会.会上,县政府办汇报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

政府常务副县长作表态发言;民生实事项目牵头及协办部门接受

与会代表、委员对办理情况的询问.二是做实审议审查.每年

１２月,召开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县政府 «关于人大代表票

决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将审议意见书面反馈县政府

和项目主管部门.三是做好满意度测评.在次年年初的人代会全

体会议上,县政府向全体代表汇报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全体

代表按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进行满意度测

评,测评结果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并通过县融媒中心向社会公

布,接受群众监督.

五、加强组织实施,健全完善长效机制.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全

县以省、市人大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工作为契机,召

开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推进会,推广阳阿镇、太平镇、葛埠口乡

民生实事票决制典型经验做法.根据各乡镇实际情况,每年票决

３－５件民生实事项目,在全县全面推行乡级民生实事代表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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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于民生实事票决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县有针对性地

进行完善提高.一是完善制度措施.根据实施情况,对民生实事

项目票决制实施办法等进行相应修改完善.如在实施办法中增加

了 “对满意票未超过参评代表半数的项目,由责任单位主要负责

人在县人代会上作出情况说明”,进一步压实职能部门的责任,

促进民生实事办好办实,提升群众满意度.二是提高项目质量.

进一步完善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机制,推动政府部门加强沟通

协调,项目主管部门及时报告项目推进情况和主要措施、存在问

题等.县、乡两级政府推动建立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台账,抓

好跟踪落实工作.三是提升督办质效.进一步完善民生实事项目

督办机制,推行县人大领导牵头督办、县政府领导领办、机关委

室专项督办、代表工作机构协调督办机制,适时组织代表视察项

目推进情况,健全民生实事项目激励机制,开展评选民生实事项

目实施先进单位,增强各牵头部门责任感,推动民生实事项目高

质量落地.

全县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县乡两级共收

到民生实事建议项目５００余项,完成民生实事项目５３项,一批

事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变成了一件件高兴事、舒

心事、幸福事.如幸福路是贯穿原阳滩区的东西主干道,近年来

由于车辆增多,道路狭窄、破损,给沿途５个乡镇２０万群众的

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成了群众的 “堵心路”.２０２０年 “幸福

路拓宽工程”被票决为民生实事后,县人大常委会多次视察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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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路面由６米５拓宽至１８米,新增２米５宽的绿化带,于当

年１０月全线通车,真正成为了滩区群众发家致富的 “幸福路”,

受到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认可和赞誉.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安阳市北关区: 扎实推进民生实事票决制

近年来,安阳市北关区人大常委会坚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这一主线,聚焦 “三个着力”,强化 “三个坚持”,抓实 “三

方共评”,有力有效推进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实现从

“为民作主”向 “由民作主”的转变,由 “民声”定 “民生”,丰

富拓展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路径.

一、聚焦 “三个着力”,民生实事民声 “最广泛”

(一)广听民声,着力民生实事海选.区人大常委会全方位

开展民生实事项目征集,力求覆盖面广、普惠性强和符合民需.

一是向社会征集.发布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民生实事项目的

通告»,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设立民生

实事建议箱等形式征集;二是借平台征集.依托１０个人大代表

联络站、１０个民主议事厅,以及 “议事小院”、 “连心议事亭”、

“睦邻议事坪”等议事平台征集;三是由代表征集.通过１９４个

人大代表 “云工作室”、１１２个 “民生监督微信群”等方式线上

征集.２０２４年以来,多渠道、多频次征集民生实事建议项目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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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经梳理分类、汇总研判后全部纳入 “民生实事项目库”.一

个个接地气、冒热气的民声民意传递上来,有效解决 “群众想什

么”和 “政府干什么”的精准对接、高度融合.

(二)多方论证,着力民生实事筛选.区人大常委会按照

“急需先立、成熟先干、好中选优”的原则,多方论证民生实事

建议项目,寻求 “最大公约数”.一是专业代表论证.组织经济、

法律、教育、医疗等８个专业代表小组对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普

惠性、实效性等方面进行专业论证;二是职能部门论证.财政、

交通、教育、卫健等职能部门对民生实事建议项目的合规性、可

行性进行综合论证;三是议事代表论证.将所有项目在镇、街道

辖区张贴公布,由人大代表、议事代表和群众代表站在符合民

意、惠及民众的角度进行民需论证.２０２４年初,共筛选出４８件

涉及交通物流、养老服务、义务教育等方面的区级民生实事候选

项目,以及１９２件涉及环境整治、道路修缮、文体设施等方面的

街道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经区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决定１２件民

生实事候选项目提交区人民代表大会票决,１４８件街道民生实事

候选项目提交街道议事代表会票选.

(三)规范程序,着力民生实事票决.在每年区人民代表大

会上,严格按照 “酝酿讨论、差额票决、全面公开”程序进行票

决,保证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的法定性和民主性.一是酝酿讨论传

递民声.区政府就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的建设内容、资金来源、施

工周期等情况向各团代表作详细说明,代表充分酝酿讨论候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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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二是差额票决体现民主.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团对

１２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进行差额投票,票决１０件年度民生实事

项目;三是公示公开表达民意.民生实事项目票决结果通过大会

公告、新闻媒体、公众号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二、强化 “三个坚持”,民生实事督办 “最真实”

(一)坚持党委领导,夯基固本提升质效.区委高度重视,

全力支持保障民生实事办好办实.一是增强督办力量.区人大常

委会增设含６名事业编制的正科级代表联络服务中心,配优配强

９名专职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明确９名街道人大工委专职联络

员;二是建立重点台账.每年召开区委常委会专题研究民生实事

项目征集和办理工作,并列入全区年度重点工作督查台账,定期

研究解决问题;三是夯实基础保障.全区投入４００多万高标准建

成１０个代表联络站、８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示范点、２０个专业代

表联络点、１９４个代表 “云工作室”,投入１６０余万建成人大预

算联网监督中心,为民生实事项目督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二)坚持人大主导,持续监督跟踪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坚

持精准监督、有效监督,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一是成立督

办专班.区人大常委会牵头组织监委、财政、审计、督察局等部

门成立１０个民生实事项目督办专班,由人大主任、副主任担任

组长,各街道民生实事项目也成立督办专班,实行 “一个项目一

套班子”,定期深入各项目一线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工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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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情况;二是建立督办机制.坚持 “一月一调度、一季一督

办、半年一通报”,全面持续跟踪发力,切实推动解决项目备案、

手续审批、资金来源等问题;三是强化绩效考核.区委将民生实

事办理结果与全区年度目标绩效考核相结合,推动民生实事更好

更实办理.

(三)坚持代表主体,全程监督不留空白.充分发挥人大代

表监督主体作用,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实落细.一是全程参与监

督.建立 “代表分包联系项目”制度,每件民生实事项目都安排

人大代表、议事代表和群众监督员全程参与,阶段性开展测评,

全程监督项目进度、工程质量等方面;二是紧盯关键环节.按照

民生实事项目 “挂图作战”要求,督导专班发挥代表作用紧盯重

要时间节点、关键环节,严格监督工程安全、施工进度、损害群

众利益等情况;三是交办 “监督提醒函”.针对在民生实事项目

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坚持事前提醒、责任到人,及时交办 “监督提

醒函”现场督促整改落实.去年以来,全区共交办 “监督提醒

函”３１７份.如彰东街道后崇义村内雨污分流民生实事项目,施

工１０００余平米,投资２１０万元,从项目方案选定到项目施工整

个过程,人大代表、议事代表、群众监督员全程监督,怎么干、

干多久、干成什么效果,群众都能清楚看在眼里,交办 “监督提

醒函”１４份,有效解决施工进度慢、污水管网质量差等问题,

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三、抓实 “三方共评”,民生实事问效 “最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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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众评价.为确保民生实事项目更加民主、更富民意、

更惠民生,区人大常委会全面推行 “线上＋线下”群众评价机

制.一是线上云评.全区１９４名人大代表全部开通 “云工作室”,

代表云二维码全部在选区公布,实行 “亮码评价”,群众可以通

过 “民生实事码上评”将评价意见反馈给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

提交至区人大常委会.二是线下众评.全区８个省市级全过程人

民民主示范点、１０个民主议事厅组织涉及切身利益的群众,通

过走访座谈、问卷测评等方式,对民生实事项目逐一进行评价,

让群众对民生实事更加可感可及.三是集中反馈.区人大常委会

将群众评价意见收集汇总后,向区政府发出 “群众评价意见书”

督促尽快答复办理,并将办理结果作为人大评议的重要参考.去

年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共发出 “群众评价意见书”３７份,包含

１８７条评价意见,全部得到有效办理.

(二)专业评估.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对民生实事项

目进行量化评估,适时提交阶段性评估、中期评估和结项评估报

告,提升评估的公平性、专业性和规范性.一是把好评估准备环

节.明确民生实事的评估流程、评估方法、评估指标,成立由人

大副主任牵头的民生实事评估专班,制定民生实事评估时间计划

表.二是把好评估实施环节.邀请专业代表小组、群众代表、第

三方机构、职能部门通过实地察看、现场调研,对民生实事项目

办理周期、序时进度、社会效果等方面进行多方评估,出具评估

报告.三是把好评估结果运用环节.根据评估结果,及时交办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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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意见、评估报告,为区政府及职能部门科学决策、动态调整提

供帮助,确保民生实事办好、办实.

(三)人大评议.一是现场评议.区人大常委会全力推动民

生实事项目落地落实,紧盯跟踪问效.年初专题询问民生实事项

目承办部门的工作计划、目标任务、工作措施等情况,年中组织

代表深入民生实事项目现场调研,掌握项目实施进度.在此基础

上,每年１１至１２月,区人大常委会组成视察组,重点深入承办

部门和项目现场,实地察看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况,现场打分评

议,并将评议结果作为年度绩效考核重要依据.二是满意度测

评.在区人代会上听取和审议区政府上年度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

况工作报告,各代表团审议后开展满意度测评.对满意度不高的

民生实事项目,督促区政府及承办部门在闭会后作出情况说明,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提升民生实事票决制工作的知晓度和满

意率,以实绩实效向全区人民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安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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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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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