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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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三)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凝聚代表力量　助力中原农谷发展

＊温县:代表动起来　活动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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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平原示范区: 凝聚代表力量

助力中原农谷发展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人大联络处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以 “为人民履职、为农谷添彩人大代表在行动”主

题活动为引领,聚焦超常规建设中原农谷首要任务,采取多种形

式,凝聚代表力量,做到 “四个突出”,增强 “四种意识”,为推

动中原农谷建设加油助力,以实干担当书写了一份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履职新答卷.

一、突出学习培训,增强责任意识.坚持将学习培训作为提

升代表履职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围绕支持中原农谷建设,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分层级对人大代表开展培训,主题活

动以来,开展专题培训、履职交流等活动１１次,培训代表１０００

余人次,有效提升了代表的履职能力.组织驻区省、市、县人大

代表赴辉县市参观全过程人民民主展览馆,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买

世蕊、省人大代表尚广强作 “为人民履职”专题报告,进一步提

升了人大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了人大代表的履职主动

性.

二、突出调研献策,增强主动意识.深入调查研究,共同探

讨商议,积极主动建言献策,为推动中原农谷建设助力.今年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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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原示范区人大联络处组织驻区省、市、县人大代表５０余

人,开展以 “走进农谷、了解农谷、宣传农谷、共建农谷”为主

题的调研活动,先后到中原农谷展示中心、平原示范区高标准农

田区域服务中心、师寨镇高标准农田项目展示区进行实地调研,

分组召开座谈会５次,共收集推动中原农谷建设意见建议２０余

条.

三、突出文旅发展,增强创新意识.立足人大代表本职岗位

和专业技术优势,将驻区６２名省、市、县代表组建了民主法治、

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教科文卫、社会建设５个代表小组,制定

了代表小组活动计划,扎实开展 “五个一”小组活动,即开展一

次学习交流、提出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组织一次专题调研、开

展一次宣讲活动、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好事,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把助力乡村振兴,服务产业发展作为重要任务,驻区省人大

代表关源群、原阳县人大代表尚光修等代表结合平原示范区区位

优势和文化旅游优势,建议成立平原示范区文化旅游协会,推动

文旅融合发展.

四、突出优化环境,增强服务意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有关

要求,平原示范区人大联络处联合各级人大代表,围绕政务服

务、司法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产要素资源集聚等,召开座谈

会３次,提出９个问题,征集意见建议５条,推动平原示范区制

定出台 «中原农谷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平原示范

区优化营商环境通报制度 (试行)» «中原农谷优化营商环境管
—３—



理办法»等,为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奠定了基础.组织人大

代表积极开展助企纾困活动,紧盯 “文岩工业区部分企业不通自

来水、天然气等问题”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讨论研究,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重点督促办理,推动了该问题及时有效解决.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供稿)

温县: 代表动起来　活动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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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温县人大常委会持续调动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积极

性,引导代表扎实投身主题活动之中,彰显了人大形象,服务了

全县经济社会发展.

一、强基固本,为活动注入 “新”的能量.紧扣能力提升,

依靠 “三学”,为代表履职打基础.一是政治理论组织学.印发

«人大代表政治理论学习手册»,由各联络站组织代表进行学习,

县级集中组织培训班１期,乡镇街道组织集中培训学习３０余次.

二是业务知识引导学.围绕报告审议、建议撰写等履职必须的业

务知识,以及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等创新理

论,列出培训清单,规定定期考试,保证学习成效.县乡两级培

训代表８００余人次,开展考试３０余场次,代表履职技能更加熟

练.三是履职能力干中学.精选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

践基地建设、加强依法行政促进依法治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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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发展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等２０多个调研课题,动员组

织代表围绕课题开展调研,在调研中更新知识领域,学习解题方

法.

二、搭台架桥,为活动提供 “优”的条件.抓牢搭建履职平

台举措,为主题活动提供便利优良条件.一是四级站点全覆盖.

结合省级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示范点建设经验,按照 “１１＋５＋

N”的模式推进站点建设,全县建成１１个乡镇 (街道)实践基

地,５个行业产业实践站,６０余个村、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实践

点,实现了县乡村行业四级站点全覆盖.二是创新载体激活力.

引导各联络站点围绕 “联、商、督、促”功能作用发挥,创新活

动载体,为代表履职提供更多平台.以赵堡镇南保丰村建立 “党

的民主小家园”为试点,在全县推动 “党建＋人大”深度融合;

打造民情民意气象站、民情茶话室,吸纳群众 “金点子”;建立

矛盾化解、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法律服务等人大代表服务岗,

服务群众 “面对面”;利用 “乡村夜话”等推进基层民主协商,

提升基层 “自治力”.三是吹哨报到保闭环.持续推进 “站点吹

哨、部门报到”制度,健全群众诉求收集、分流、处置、反馈的

闭环办理过程,随着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一个个得以解决,代表

的成就感、获得感、荣誉感不断提升,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加强

烈.主题活动期间,全县各联络站协调交通、住建、人社、民政

等１０余个部门进站报到３０余次,成功破解了苏庄防汛路危桥改

造、祥云镇污水管网铺设等２０多个疑难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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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机制,使活动形成 “常”的态势.围绕常态持续建

立运行三项机制,让活动开展常态化.一是建立 “三亮三做”机

制.以联络站为依托,组织代表积极 “亮身份、亮承诺、亮成

效”,推动代表在主题活动中 “做合格代表、做群众表率、做行

业先锋”,全县各级人大代表就城乡供排水一体化、人居环境整

治、秸秆离田、道路白改黑等群众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收集意

见建议１９７条,推动解决问题２１３个.二是建立例会观摩机制.

每月召开一次乡镇街道联络站站长例会,会前组织人员到活动开

展有特色的和推进不理想的联络站进行观摩,之后召开座谈会,

各联络站站长围绕站点建设和主题活动开展情况,分享经验、交

流心得、研讨问题.三是建立考评激励机制.结合主题活动内

容,细化代表履职清单和考核清单,各联络站每月统计一次代表

参加视察调研、接待选民、参加会议、提出建议、助力重点项

目、参与学习培训等情况,并开展代表自评和互评,评出当月主

题活动 “代表之星”,将结果在各联络站进行公示,以此激励代

表履职.

四、典型引领,为活动立起 “高”的标杆.坚持典型引领,

在 “选、育、树”上下功夫.一是分门别类 “选”典型.通过履

职清单,将代表参与视察调研、参加会议、开展主题活动、助推

政策落地等进行排列,区分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评选出履职典

型,使每个行业的代表都干有比较、学有榜样、赶有方向.二是

具体指导 “育”典型.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分别联系基层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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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督促指导实践站点建设工作,听取各站先进典型培育情况汇

报,指导各联络站引导代表履职,开展活动,推动主题活动有声

有色、有实有质.三是大张旗鼓 “树”典型.及时总结典型经

验,第一时间宣传推广,让广大代表都了解其履职成效,在心中

立起标杆,促使大家争相效仿.活动开展以来,共推送稿件９８

篇,其中省级以上报道４７篇,“帮农民 ‘种’出好生活”被 «人

民日报»人民号平台推送,“搭通民心桥　释放桥效应”“代表履

职 ‘小举措’,撬动民生 ‘大幸福’”被 «光明日报»选用刊发.

五、贴近实际,让活动收获 “好”的成效.锚定 “扎实有

效”目标,聚焦三个重点领域,使主题活动有声有色.一是聚焦

民生实事,组织代表深入群众开展走访调研,收集意见建议,推

进问题化解,共收集涉及道路改造、生活垃圾处理、供排水一体

化、养老设施改造等民生实事建议６０余条,协调化解矛盾纠纷

１４０余起.二是聚焦特色产业,组织代表围绕种子繁育、 “速食

调味料之都”建设、太极拳行业发展等温县特色产业,走进小麦

示范区、食品加工企业、陈家沟景区等开展调研,了解发展瓶

颈,研讨破解建议,协调职能部门进企业现场解决问题,在做优

做大特色产业过程中贡献代表力量.三是聚焦 “三十工程”建

设,举办专题培训班,向代表讲解 “三十工程”具体内容,明确

监督重点,召开专题座谈会３期,为 “三十工程”建设出谋划

策;组织专题视察、调研５次,现场查看工程进度,梳理项目问

题,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等,共推动解决西霞院征地补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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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占地影响农业生产等问题１０余个,推动 “三十工程”在温县

稳步有序实施.

(焦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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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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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