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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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一)

编者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专门对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

体系”作出重要改革部署.近年来,漯河市临颍县人大常委会不

断深化代表联络站建设实践,创新探索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服务中心建立首个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高位推动

“建”、建章立制 “管”、多措并举 “用”,注重站点功能作用融合

发挥,极大地促进了代表履职,有力推动县域农业经济不断壮大

发展,把 “小站点”建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 “大支点”.今年１１

月１３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到临颍县调研时

指出,临颍县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建在产业上是符合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代表 “家站点”建设要求的,作用大、接地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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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学习推广,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办公厅研究室要进一步

加强指导、认真总结,促其规范提升,发挥更大作用.现将临颍

县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 “建管用”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整理下

发,供全省各级人大学习借鉴.

临颍县: 建好用好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

主题活动开展以来,漯河市临颍县人大常委会为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履职平台助推产业发展作用,创新探索 “人大代表联络站

＋产业”模式,建成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注重 “建管用”

融合发展、一体推进,充分发挥代表在产业带动中的示范引领作

用,大力推动县域农业 “建园区、创品牌”,交出了新时代助力

乡村振兴的 “高分卷”.

一、注重高位推动 “建”.一是精心谋划,合理布局.聚焦

“站＋产业”功能定位,制定 «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实

施方案»,明确标准和布局等内容,分别设立代表活动区、培训

教室、农产品展示区等.二是突出特色,示范引领.综合应用物

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打造数字农业三维模型,构建实时实景可

视化数字农业.三是聚焦三农,精心分组.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引导和鼓励驻站代表立足本职和行业优势,聚力聚焦赋能乡

村振兴,代表联络站站长由县人大分管代表工作副主任兼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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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按照 “一站五组”的模式,建立了农业经营、农业技术、电商

培育、基层治理、金融服务等五个小组,组长都由人大代表担

任,充分发挥代表在产业带动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二、注重建章立制 “管”.一是建立管理队伍.出台 «临颍

县数字农业代表联络站管理办法»,建立 “站长＋副站长＋联络

员＋民情联络员和农情咨询员”队伍,实现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

络站农时农事期间全天候对外开放.二是完善运行机制.建立联

络站议事、学习、培训、调研、视察等常态化日常运行管理机

制,按照 “定议题、定代表、定模式、定时间”的 “四定”模式

将联络站运行管理与代表作用发挥串联起来.三是规范履职台

账.制定数字农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台账,以开展的 “人大代

表在行动”主题活动为契机,推行入站代表履职积分台账管理方

式,引导代表因地制宜做好 “自选动作”.

三、注重多措并举 “用”.一是用活定期接待.把 “周三代

表接待日”延伸为以 “集中式接待、专题式接待、日常式接待、

活动式调研、走入式服务”等 “五种”模式的 “周三有约”履职

活动.二是常态化开展活动.按照 “周有培训、月有接待、季有

议政、年有总结”的要求,常态化开展活动.建成投用 “议政监

督e件事”特色应用场景,实现 “站内＋站外” “调研＋议政”

协同监督体系.三是跟踪督办建议.对涉农意见建议登记并分级

分类处理,制订跟踪督办工作方案,面对面督办、实打实推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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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决,让政府部门 “有压力”,让人民群众 “有盼头”.

四、注重功能作用 “融”.一是网上网下融合.该联络站依

托 “智慧人大”,线下开展学习、调研、交流活动,线上推广５G

数字农业等的先进理念,形成产学销一体的良性循环,让数字农

业资源融入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二是功能职能融合.通过与工

会、妇联、团委、辣椒协会、大蒜协会等社会组织联建,让农业

带头人、土专家、青年代表、妇女能手在数字农业代表联络站中

实现功能职能融合、叠加,共话发展.三是底色特色融合.强化

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底色,在彰显特色的同时,以 “目标、过程、

结果”相融为基本要求,成立联络站人大代表党小组,发挥党员

代表作用,真正实现基层党组织功能、人大工作与农业发展同频

共振,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满.

主要成效:在培育人才上,围绕辣椒、大蒜、蔬菜等产业,

创新内容设置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夯实乡村振兴发展基础,目

前已培训涉农产业人才１０５人,数字辣椒种植能手７０００人.在

农民增收上,目前麦椒套种模式可亩产小麦４００至５００公斤,小

辣椒３５０公斤左右,平均亩均收入５０００元左右,每年为群众增

加经济收入上亿元;每年吸纳全国２０多个省市客商前来收购,

年交易量３０万吨,交易额突破３０亿元.在三产融合上,聚焦

“数字农业项目”,实施项目招引、筛选、推进、落地全过程跟进

监督,截至１１月底已引进海底捞、益民控股、中大恒源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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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９个,总投资额超２０亿.在乡村振兴上,坚持高起点、高

标准接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引导代表担当农业全产业链的

“链主”,实现 “＋产业”“＋行业”“＋特长”“＋岗位”等深度

融合,推动形成 “东有辣椒、西有烟叶、南有大蒜、北有蔬菜”

的四彩高效农业发展格局,累计带动就业６万余人,年总产值５０

亿元.

(漯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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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