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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建议难落实
人大新举措破题

每一届、每一年，都会有群众年年反
映、代表年年提出、部门年年答复、问题
年年存在的代表建议，由于涉及部门多、
沟通难度大、资金来源少，这些建议很难
办理落实。但是，这些建议往往都涉及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比如，临武县四家
大院办公区停车难问题，几十个单位，
几百人办公，加上来开会、办事的人员，
每天都有将近 2000 人进出 ，但是停车
位却不足 200 个，停车问题严重影响办
公秩序；S234 线省道进武源路口处存在
较大安全隐患，每一年这个路口都会发
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案件，群众意见
非常大，代表多次提建议，一直没有得
到有效落实；通讯信号弱、饮水安全等
问 题 也 是 群 众 和 代 表 关 注 的 焦 点 ，但
是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严重影响本地
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让群众的急难
愁盼问题、代表关心关注的焦点难点问
题引起高度重视，得到妥善解决，成为
本届临武县人大常委会履新以来需要完
成的重大任务。

2022 年，临武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
会履新伊始，便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县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人大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负责
人，部分省、市、县人大代表，共同研究解
决办法。

与会人员认识到，如果老办法能够
有效解决问题，那就不可能再出现问题，
所以重点要对老办法“动刀子”，要在建
议办理和督办的方式方法上做文章。既
然政府相关部门办理不好代表建议，那
就由政府领导来具体承办；既然县人大
常委会机关各委办在建议督办上效果不
佳，那就由县人大常委会领导牵头督办；
既然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建议办理工
作情况难以形成足够大的压力，那就召
开集中评议专题会议，让更多部门、更多
代表、更多群众参与进来；既然常委会的
测评结果不足以触动各承办单位负责人
的神经，那就让所有参会的代表与群众
代表都参与测评；既然测评结果内部通
报不足以引起重视，那就通过媒体全县

公开通报测评结果。
经过大家认真分析讨论，最终形成

了“提级+公开”的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机
制，以全链条闭环流程促推建议办理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从交办到回头看
流程精细形成闭环

根据解题思路，临武县人大常委会
把流程分为了七步走——

提级交办分难题：每年年初，根据代
表聚焦性（关注代表多）、普惠性（问题涉
及面广）、可行性（经过努力能够完成）、
均衡性（政府所有副县长都有任务）四
项原则，选出十件重点督办建议，以临
武县人大常委会的名义，交县政府副县
长领衔办理。

提级督办促落实：重点督办建议交
办政府副县长后，由临武县人大常委会
五位副主任分工督办落实情况，通过看
现场、听汇报、查资料、访代表、问群众等
一系列动作，县人大常委会各位副主任
以问题解决为目标，全流程紧盯重点督
办建议办理的各个环节，紧扣办理的各
个细节，力促建议落实见效。

集中调研批作业：建议办理情况如
何？在每年 9 月、10 月，由临武县人大常
委会领导带队，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分成五个建议督办
工作调研组，用“解剖麻雀”的精神对重
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情况展开全面调
研，力求准确了解办理情况，精准推进建
议办理工作。

专题会议交答案：每年 10 月中旬，
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集中评议十
大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专题会议。除
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人大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乡镇人大主席、提出建议
代表，建议所涉及的相关群众、省市人大
代表、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相关单位领导
班子成员近 300 人参加会议以外，县委
书记、县长也全程参会。会上，政府副县
长分别汇报各自承办的重点督办建议办
理情况，公开展示问题解决的结果。

各级代表共测评：建议办理结果能
不能得到群众和代表的认可？临武县人
大常委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政府领导

汇报重点督办建议落实情况，全体代表
和群众进行测评，当场打分，满意与否现
场出结果。

答题分数全公开：测评结果通过文
件形式向全县各级各部门公开，并通过
融媒体向全县公开。

跟踪问效回头看：对于条件不成熟
列入计划的、一年内项目无法完成的、问
题部分解决的、问题可能反复出现需要
建立长效机制的、代表基本满意或勉强
满意的重点督办建议，临武县人大常委
会采取“回头看”的方式，要求县政府相
关责任领导继续组织力量办理代表建
议，再次答复办理结果，再次接受测评，
确保群众的意愿、代表的建议落地落实。

以群众满意为目的
建议办理成效显著

临武县 S234 线省道进武源路口道
路交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主要因为一
个 T 型路口接口处位于省道的一个 U 型
弯道上，路口树木高耸、杂草丛生，两个
因 素 叠 加 ，使 这 个 T 型 路 口 变 成 交 通
事 故 多 发 点 ，来 往 司 机 和 群 众 意 见 很
大 。 但 是 ，由 于 对 省 道 的 维 护、改线，
最终需要得到省交通运输厅的审查批
准，程序非常复杂，导致这一问题迟迟得
不到解决。

了解这一情况后，临武县人大常委
会将《关于消除 S234 线省道进武源路口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建议》列入 2022 年
度十大重点督办建议。督办小组召集当
地群众、代表、政府部门负责人座谈，针
对省道动工审批程序繁杂、效率低下等
问题，最终形成解决方案：在不动省道的
基础上，对省道边坡进行切坡、清除林木
杂草。主办单位立马制定方案，筹措资
金，组织施工，一个月时间，切坡 100 余
米，开挖土石方 500 余立方米，清除林木
杂草 1300 余平方米，投入资金 70 余万
元。障碍消除，司机视野开阔，问题迎刃
而解。县人大代表黄本光说：“原来这个
地方是事故多发点，自从建议落实，再没
有出现过交通事故，群众纷纷点赞。”

临武县位于南岭山脉，绝大部分乡
镇都有数个村庄存在通讯信号弱甚至无
信号现象，严重影响当地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代表与群众没少反映，但是涉及
国企投资，且县级通信企业没有投资决
策权，问题一拖再拖，迟迟得不到解决。
2023 年，临武县人大常委会安排一名常
委会领导和财经委员会专门负责《关于
解决临武县部分地区无通讯信号或通讯
信号弱等问题的建议》的督办工作。经
过人大常委会及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
建议办理取得显著成效，2023 年 10 月 18
日，临武县人大常委会集中评议年度县
人大代表十大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情
况，副县长檀朝桂向大会报告：“2023 年
1 月至 10 月，全县新建 4G/5G 基站 151
个，2023 年年底预计新增基站 180 个，建
议所涉及的无信号、信号弱的村庄存在
的问题均已得到解决。”县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县人大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建
议领衔代表、在该县的省市人大代表、与
该建议相关的县乡人大代表和部分群众
代表，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了测评，最终
结 果 为 满 意 率 96.3% ，基 本 满 意 率
3.7%。居住在大山深处的县人大代表郭

尊峰感慨地说：“通讯信号解决以后，一
些农业林业合作意向也来了，我们对未
来的发展充满期望！”

饮水安全问题，一直是群众和人大
代表关注的热点问题。涉及临武县 1/3
人口饮水的长河水库水源地西瑶乡污水
处理设施年久失修，功能退化，严重影响
长河水库水质。13 万余人的饮水安全
问题引起临武县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
的重视。2024 年年初，《关于建设完善
西瑶乡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议》被列
入十大重点督办建议。常委会相关领导
牵头，带领督办班子成员，专题调研、现
场视察、专题研讨，针对性的督办措施一
项项到位，督办手段步步紧逼。具体负
责承办工作的副县长李波一次次到部门
协调调度、一次次到现场跟踪进度。今
年 9 月，临武县总投入 50 万元，对 11 个
人工湿地、2 个氧化塘进行提质改造，西
瑶乡华阴村、横头村新建污水收集处理
设施 2 个，全面解决长河水库水源地污
水处理设施问题，群众饮水安全警报得
以解除。在 10月 12日集中评议大会上，
该建议办理测评结果为 92.5%的代表表
示满意，6.8%的代表表示基本满意。“放
心水，真正让我们放心了。”建议领衔代
表于惠萍说，“我们终于可以向选民汇
报，大家伙关注的饮水安全问题，我们已
经推动解决了！”

三年来，临武县人大常委会共确定
30 个重点督办建议交县政府副县长办
理，内容涉及乡村振兴、农业水利、交通
运输、产业发展、城市管理、养老服务、通
讯网络、生态环保、就业服务、社会治安、
文化旅游、科研转化、税收征管等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30 个重点督办建议，已落
实的 14 个，部分落实的 12 个，正在落实
中的 2个，计划启动项目的 2个。部分落
实和正在落实中的建议在后续年份开展

“回头看”活动，持续跟踪，直到问题完全
解决，群众完全满意为止。

2024 年 8 月 23 日，《临武县人大常
委会关于开展 2022 年-2023 年度县人大
代表十大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回头

看 ”活 动 工 作 方 案》印 发 ，对 2022 年 -
2023 年的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开展

“回头看”，持续跟踪督办未办结的建议，
再次检验办理成效，防止问题反弹，促进
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2024 年 10 月，

“回头看”活动对 9 个重点督办建议继续
办理工作进行了再交办、再督促、再落实
工作。经组织“回头看”活动，2022 年-
2023 年度的 9 个重点督办建议中所提问
题全部解决 6 个，部分解决 2 个，正在解
决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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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湾村，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香山街道西南部的叶山岛上，是苏州市
第一批控制保护古村落之一。整个村
落依山而建，绿树成荫，小桥流水，爬满
藤蔓的砖瓦平房、二层小楼矗立其中。

吴中区人大代表、香山街道长沙社
区党支部副书记徐宏寅是土生土长的
徐湾村人。“叶山岛原有西湾、徐湾、东
湾三个自然村，徐湾村内保留着大量明
清古建筑，建筑构架以圆作台梁式、穿
斗式为主，多见‘攒金’造梁架，文物专
家称之为江南原汁原味的‘土著’古村
落。”徐宏寅说，自 1996 年拆迁以来，徐
湾村一直处于待开发状态，原址现有建
筑无人居住，很多房子破损严重。村内
水渠、水塘、水井、废弃码头，以及石碑、
石刻等历史遗存旧址荒废。

“徐湾村位于太湖青山绿水之中，
地理位置独特。我从小在村里长大，看
到它如今荒废的样子，觉得太可惜了。”
徐宏寅在日常走访中常听到徐湾村原
村民关于修缮保护古村落的诉求。在
深入调研、征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他
在吴中区人代会上提出《关于对叶山徐
湾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的建议》。建
议中描述：“叶山岛是通往太湖生态岛
主岛——金庭镇的必经之路，是太湖生
态岛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叶山岛在保
持原有的自然风貌和生态环境基础上，
对传统村落进行继承、保护、开发，焕发
村落生机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徐宏寅建议，要从改善基础
设施、加强环境整治、积极开发利用三
方面着手，合理利用村落资源价值，以
保护促发展，以发展强保护，努力实现
活态传承，促进乡村振兴发展。这一建

议被列入区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
得到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的高度重视。

在吴中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等多
方共同推动下，2023 年 7 月，徐湾古村
正式取得《西山景区叶山岛西岛生态
环境提升保护工程》和《西山景区叶山
岛西岛古村落修缮保护工程》项目建
议书的批复。2023 年 8 月，吴中区政府
香山街道办事处与苏州市园林集团正
式签署项目合作协议。2023 年 10 月，
徐湾古村取得《关于西山景区西岛古
村落修缮保护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

建议办理取得的进展令徐宏寅很
兴奋：“这意味着徐湾古村的修缮保护
工作可以正式启动了，即将走入属于它
的下个时代，继续用别样的方式传承和
延续江南文化。”

在相关部门的积极落实下，古村的

面貌正在发生变化：原本崎岖的乡间小
路进行了硬化处理，路旁种植了许多枇
杷树、向日葵等景观植物，建起了古色
古香的休闲长廊，地下管网铺设完成，
破旧房屋正在修缮。

“目前，古村的生态环境提升工程
已经全面完工，项目进入了第二阶段
的 施 工 ，对 房 屋 进 行 全 面 的 修 缮 保
护。”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说，此次修缮
力求保留古建筑的原有风貌，对于年
久失修的民房，也采取原样修复的方
式，能利用的旧石材都会尽量保留利
用起来，努力还村民一个原汁原味的
徐湾古村。

施工过程中，徐湾村原村民和徐宏
寅成了工程的“监督员”。“大家时不时
就会过来看看，项目推进到哪一步了，
施工有没有遇到问题。”徐宏寅说，其
间，吴中区人大常委会及香山街道人大

工委予以密切关注和跟踪督办，做了大
量耐心细致的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
用。据介绍，预计今年年底，徐湾古村
内建筑本体的修缮将完工，待明年上半
年建筑内部装修完工后，这个曾经的无
人村将全新亮相。

古村落的保护利用，是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一环。看到徐湾古村正在焕
新，徐宏寅格外有成就感，他表示：“早
在 2013 年，苏州就制定出台了《苏州市
古村落保护条例》。此次徐湾古村的新
生，正是对条例的贯彻落实，也是推动
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大代表关于对古村落进行保护性开发的建议办理纪事

无 人 古 村 的“ 新 生 ”

2024 年 5 月 20 日，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视察西瑶乡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完善工作情况。

▲

2024年 10月 12日，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 2024年度十大重点督办建议办

理工作暨 2022年-2023年度十大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回头看”专题会议，其中《关于建设完善

西瑶乡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议》办理情况测评结果为 92.5%的代表表示满意，6.88%的代表表示

基本满意。建议领衔代表于惠萍说：“我们终于可以向选民汇报，大家伙关注的饮水安全问题，我

们已经推动解决了！”

这是临武县人大常委会完善重点督办建议办理工作机制，以提级承办、提级督办、公开测评

结果等方式，推动建议落地落实的缩影。近年来，通过对该机制的科学运用，临武县人大常委会

促推政府投入 3000 余万元，全力解决 30 个群众关心关注的“老大难”问题，建议办理成效好，满

意度高，得到了群众和代表的一致肯定。

2024 年 10
月 12 日 ，临 武
县人大常委会
召开集中评议
2024 年度十大
重点督办建议
办 理 工 作 暨
2022 年 - 2023
年度十大重点
督办建议办理
工作“回头看”
专题会议。

◀

2022 年 6 月，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道
路交通安全工作情况。

2023 年 8 月，临武县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通
讯设施建设工作情况。

▲ ▲

结束语

3年，30个重点督办建议，重点

解决 30 个问题。机制的创新与落

实，政府的重视与努力，效果的逐

年呈现，让人不禁反思，是什么让

存在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能够得

到解决？

反观机制的提出与运行可以

发现，提级与公开是建议有效落实

的关键。首先是提级，之所以成为

“老大难”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建

议涉及部门多、协调调度难、投入

资金大 、群众期待高，要把“老大

难”问题解决好，仅靠单个工作部

门牵头组织落实，难度非常大，成

功率很低。把承办单位从部门提

级到县政府副县长，把督办的单位

从人大各委办提级到县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那么部门协调、资金投

入 、督 办 力 度 等 问 题 都 将 迎 刃 而

解。其次是公开，将重点督办建议

办理全流程和结果在会议现场全

部公开，并接受全县人民的检验，

对承办建议的负责人来说，压力虽

大，但动力爆表，工作成效比任何

考核评比都有效。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

根脉的延续，更是乡愁的

寄托和归宿。太湖山水之

间，一个有着 400多年历史

的古村落——徐湾村，曾

因当年的开发需要，变成

了鲜有外人到访的“无人

村”。如今，这个 20 多年

无人居住的古村正在迎来

新生：修缮保护工作已全

面启动，有望在明年上半

年全新亮相。这一切的变

化得益于人大代表建议的

落地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