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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 言言引引 言言

在鲁西北平原腹地，一场关于基层民主治理的生动实践正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

铺展。自 2022 年以来，宁津县人大常委会立足代表主体作用的发挥，通过“规范建设

三级阵地体系，破解基层人大家站室‘五化’顽疾；创新‘数字赋能+党建铸魂’履职方

式，激活基层治理‘双引擎’；巩固创新成果强根基，构建民生服务长效新格局”的“规

范、创新、巩固”三年攻坚行动，构建“制度筑基、创新拓道、代表聚力、长效固本”四维体

系，累计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500 余件，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交出了一份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县域实践高分答卷。

♦聚焦问题：基层人大阵地建设普遍存在“工作简化、职责
弱化、职能软化、平台虚化、氛围淡化”的“五化”问题。

2022 年 6 月的一天，柴胡店镇彭胡同村的田间地头，一场特
殊的“板凳议事会”正在进行。县人大代表李文玉手持村道规划
图，与 20 余位村民围坐在刚收割完的麦茬地上，讨论村道拓宽
方案。“路基扩宽要占点俺家菜园子，但路修好了，大伙儿走着方
便，我同意！”67岁的村民李德荣率先表态。不到半小时，这个搁
置两年的“卡脖子”路段拓宽方案达成一致，村民纷纷签字按手
印，村委会当场纳入项目库。这场带着泥土味的民主议事，只是
宁津县 2022年 87个规范化代表家站室 327场活动的缩影。

然而，回望 2022 年年初，情况却截然不同。县人大常委会
调研发现，基层人大阵地普遍存在“五化”问题：工作简化——部
分工作站“开门等人”，代表被动坐班，年接待选民不足 10 人次；
职责弱化——83%的代表对“如何履职”概念模糊，议案建议质
量参差不齐；职能软化——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往往“记录在
册”却“石沉大海”；平台虚化——78%的站点沦为“挂牌阵地”，
档案柜里只有几页泛黄的会议资料；氛围淡化——随机走访中，
超九成的村民说不清“人大代表是谁”。

在专题党组会上，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会利拍案定调：“阵
地建不好，民主就是无本之木！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决心根治顽
疾！”由此，启动了针对基层人大履职阵地的“规范年”建设。

决心下了，就要干。
2022 年 5 月 21 日，大柳镇人大工作中心站内灯火通明。县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刘俊勇正带着 12 名乡镇人大主席，对
照《宁津县基层人大工作规范化建设标准手册》逐项验收代表工
作 站 。“ 国 徽 悬 挂 高 度 差 2 公 分 ”“ 联 系 选 民 台 账 未 标 明 日
期”……检查组的细致让在场的乡镇人大主席直冒汗。

围绕“如何规范代表联系选民”“是否每月固定接待”“收集
建议采用哪种方式”，县人大常委会用“八个规范”构建“四梁八
柱”，用“十有”标准筑牢“前沿哨所”，用“十个定位”重塑运行体
系。最终形成了“4543”工作法，成为全县样板：4种渠道（坐班接
访+专项调研+议事会+满意度回访）、5 必访对象（困难户、老党
员、乡贤、致富能手、信访群众）、4 限时办结（咨询类 3 日答、建议
类 15 日研、投诉类 30 日结、重大事项专项督办）、3 级反馈（承办
人当面告、工作站公开晒、常委会专项报）。

根据每名代表职业特点、地域分布，宁津县人大常委会确立
了“因地制宜、分层设立”建设原则，在市级人大代表小组中建设
了 3 个代表之家，在乡镇驻地建设了 12 个代表工作中心站，在
村、社区、企业、学校等代表所在的处所建设了 60 个代表工作
站，选培引领式的代表建设了 12 个特色代表工作室，力求做到
科学选点、优化布局、各具功能。截至 2022 年年底，87 处“家站
室”全部建设完成，实现了 238 名县代表、35 名市代表、1 名省代
表全部进家入站。

“我们村儿有个大湾，湾边儿经常有村民乱丢垃圾，环境卫
生差，还存在安全隐患，以前想反映问题也找不到代表。现在知
道镇上建起了人大工作中心站，我们抽个空儿就把这个问题反
映了，镇政府很快就给解决了，现在湾周边放置了垃圾桶、种上
了花草、围上了护栏，我们夏天纳凉也多了个好地方，比以前可
强多了。”相衙镇惺悟寨村村民刘宝明说。

87个站点根据制定的工作计划，组织代表利用线下、线上学
习法律和人大业务知识，交流履职感想。“家站室”像一块磁石，
把人大代表紧紧吸引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大家庭，既增强
了代表凝聚力和向心力，又通过为民办事增加了人大代表的自
豪感。

规范建设三级阵地体系
破解基层人大家站室“五化”顽疾

2022“规范年” ♦一组数据：宁津县人大代表宋雪芹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
组数据：2022年实地走访收集建议37条，2023年通过“云履职”平台
接收诉求212条，解决率从68%跃升至96%。

随着 2022 年“规范年”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87 个代表
“家站室”全面提质升级、“4543”工作法在基层落地生根，新的课
题随之浮现：在阵地建设标准化、履职活动常态化的基础上，如
何让民意表达更便捷、民主参与更广泛？2023年，宁津县人大常
委会以“数字履职”和“人大红”功能型党支部为破题导向，启动

“创新年”建设，一场关于民主渠道拓展的深层变革就此展开。
“现在从这儿走感觉安全踏实多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

2023 年 10 月 27 日，刘营伍乡郭营伍村村民王腾在“云上家站室
码上见代表”平台留言。

郭营伍与刘营伍两村交界处有一处湾渠，紧邻公路边，周边
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电动车和行人通行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尤
其是在夜间或天气恶劣时，极易发生意外落水等事故。走在桥
上，心里直打颤，这成为村民心里的一个“大疙瘩”。村民们通过

“云上家站室 码上见代表”平台，扫描了张长英代表的“二维
码”，向她反映，希望能够尽快帮助解决。张长英代表收到群众
诉求后，第一时间前往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协助郭营伍村向上申
请资金，并及时与城建办、交通站等部门进行沟通制定隔离护栏
设置方案，经过 45 天的紧急施工，修建了长为 60 余米的隔离护
栏，有效隔离了危险区域，村民不再“望湾兴叹”。

目前，全县已布设“云上家站室 码上见代表”实体二维码扫描站
点537个，覆盖所有村居社区。自2023年5月云履职平台运行以来，
累计推动解决群众诉求1832件，群众满意率达98.6%。“过去跑断腿，
现在点一点。”县人大代表宋雪芹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这样一组数据对
比：2022年实地走访收集建议37条，2023年通过“云上家站室 码上
见代表”云履职平台接收诉求212条，解决率从68%跃升至96%。

更令人振奋的是“人大红”功能型党支部产生的裂变效应，
87个党支部如同 87粒火种引燃了人大代表的干事创业激情。

“老李，村口那座危桥修得咋样了？孙子上学天天走，我这
心里总不踏实。”村民张大妈拽着人大代表李振香的胳膊问道。
李振香笑着指向代表中心站墙上的公示板：“您瞧，这标黄的就
是危桥改造项目，现在桥墩已经加固好了，下个月就能通车！”

原来，时集镇人大主席张晓阳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群众反映
的民生问题存在推进分散、反馈滞后等问题。为此，镇里创新成
立时集镇人大代表工作中心站功能型党支部，将 8 名支部委员
与 8 项民生实事“一对一”结对。走进中心站大厅，一面醒目的

“民生实事进度墙”吸引眼球：绿色标签贴着“养老服务中心适老
化改造完成”，红色标签旁标注着“农贸市场升级受阻，需协调商
户搬迁”。张晓阳指着墙面介绍：“不同颜色就像民生‘晴雨表’，
群众一进门就能看到项目进度，我们也能通过‘红黄绿’三色预
警及时调度。上周就因为红色预警，专门开了 3 次协调会解决
农贸市场的难题。”

张大妈看着墙上不断“由黄转绿”的标签，高兴地说：“以前
办事到处奔走，现在有了这面墙，心里透亮多了！”这种“支部领
办、委员包干、群众监督”模式，让一桩桩民生“关键小事”变成百
姓心中的“幸福大事”。2023 年“人大红”87 个功能型党支部累
计助推解决难题 1200余件，党员代表联系群众 3800余人次。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会利在“创新年”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总
结：“当二维码遇上预警墙，当数据流注入红色基因，我们找到了
传统与现代的‘黄金结合点’。数字赋能让民主‘随时随地’，党
建铸魂让民主‘有根有魂’。”

创新“数字赋能+党建铸魂”履职方式
激活基层治理“双引擎”

2023“创新年”
♦实现目标：以一条代表建议“结出”全城“一揽子”便民措

施，实现变“解决一件事”为“办好一类事”。

在完成“规范年”夯基垒台、“创新年”突破攻坚的基础上，
2024年，宁津县人大常委会确定以“巩固年”为抓手，继续推进工
作成效。决心来自 2023年 12月的一个群众建议。

“原来只有一个出口，进出很不方便。”“遇到上下班、孩子放
学，车辆就乱成一锅粥，喇叭声此起彼伏的。”万宏国际城北区大
门往东的这一段辅路只有一个出口，经常出现堵车现象，既影响
出行，又影响交通秩序，还影响附近门店货物运输，不少群众吐
槽“行路难”。

改变发生在 2023 年 12 月，通过人大代表“家站室”，宁津县
万宏国际城北区的居民找到了在宁津的德州市人大代表刘伟反
映这一痛点。在深入实地调研、多方听取意见后，刘伟提出了

《关于增设万宏国际城北区东侧便民出口，切实解决该路口交通
秩序问题的建议》。县人大常委会向县政府交办后，3天的时间，
这里便增设了出口，更换了地砖，划设了多个车位，获得了群众
连连点赞。“现在好了，路一畅通，心也跟着通畅了。”万宏国际城
小区沿街门市店长姜红说。

宁津县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并未止步于此，为巩固这一成效，
惠及更多群众，常委会建议县政府举一反三，将这一做法推广，
就宁津县域内存在类似问题的小区、门店辅路进行深入调研，并
组织人大代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最终将“实施宁津县城区
主要路口‘微改造’项目”列为 2024 年度宁津县十大民生实事项
目，以一条代表建议“结出”全城“一揽子”便民措施，真正实现了
变“解决一件事”为“办好一类事”。

民生跟着民声走。2024 年，宁津县实施城区各主要路口无
障碍通道改造提升及彩砖维修管护项目，对城区 133 个主要路
口进行无障碍通道改造提升、彩砖维修管护，打通“毛细血管”，
顺畅通行环境。从交办、督办到反馈，高效闭环之间，群众急难
愁盼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

打开便民出行的出口，更要打开群众说事儿的“出口”。县
人大常委会提升“三转化”（把临时措施转化为永久制度，把个案
经验转化为标准规范，把创新成果转化为民生实效）巩固为“三
化一机制”（工作标准体系化、监督闭环制度化、成果转化长效
化，常态化工作机制）。“通过 87 处县、乡、村（社区）三级人大代
表‘家站室’代表履职平台，组织代表进‘家’入‘站’接待群众，让
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找代表反映问题，切实畅通民意表达渠
道。我们还为每位代表配备了一个专属二维码，并在代表所属

‘家站室’和所在原选区的机关、单位、村（社区）公开，群众通过
扫码就可以找到代表并反映问题，构建起‘线上集忧+线下解
忧’‘站内听忧+站外寻忧’的民意收集网，实现‘码上见代表、马
上解民忧’。”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建华介绍。

哪里有群众呼声，人大代表就在哪里。在宁津县大柳镇，人
大代表赶大集，板凳就地摆开，百姓心结解开；相衙镇人大代表
滕海清，让自己的出租车成为“人大代表连心车”，以“小车厢”汇
聚“大民生”……同时，县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麦田议事会”“代
表吐槽会”“群众说事堂”“葡萄架下话民生”等接地气的代表履
职活动，让代表主动走到群众身边，听民意解民忧。

2024 年以来，宁津县各级人大代表共收集群众反映问题
1000 余条，最终形成了代表建议 172 件并已全部完成交办。“下
一步，县人大常委会将用好用活用实人大代表‘家站室’‘云上家
站室 码上见代表’等履职平台，丰富代表活动形式，激发代表履
职活力，倾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宁津实践新高地。”县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会利说。

一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县域实践答卷一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县域实践答卷
——山东省宁津县人大常委会“规范、创新、巩固”三年攻坚行动回眸

■ 本报通讯员 杨荣琪 胡晓阳 李蒙蒙 袁庆莉 郭晓男

巩固创新成果强根基
构建民生服务长效新格局

2024“巩固年”

往期回顾

精彩“码”上见

——结束语结束语——

三年来三年来，，宁津县人大常委会以宁津县人大常委会以““规范规范、、创新创新、、巩固巩固””三年攻坚行动撬动基层人大更好履职行权的做法效果在显现三年攻坚行动撬动基层人大更好履职行权的做法效果在显现、、影响在扩大影响在扩大。。宁津县用三年时宁津县用三年时
间绘就了一幅间绘就了一幅““民有所呼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有所应””的民主立体图景的民主立体图景，，实现了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实现了民主协商与基层治理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

自自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习近平
总书记提及总书记提及““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愈发彰显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地位愈发彰显其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关键地位。。站在站在 20252025 年的新起点年的新起点，，宁津县人大常委会印发宁津县人大常委会印发““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宁
津津””实践行动方案实践行动方案，，随着随着““全县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观测点全县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观测点”“”“人大代表民意收集点人大代表民意收集点”“”“人大代表民情观测点人大代表民情观测点””等新机制的推进等新机制的推进，，民主的根系在基层民主的根系在基层
越扎越深越扎越深。。宁津这片土地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宁津这片土地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正如春风拂过的池水正如春风拂过的池水，，持续漾开治理现代化的层层涟漪持续漾开治理现代化的层层涟漪。。

图图①①：：2023年 9月，宁津县刘营伍乡人大开展“葡萄架下话民生”活动。
图图②②：：2024年 6月，宁津县大柳镇人大代表赶大集收集民意。
图图③③：：2024 年 9月 6日，宁津县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庆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 70周年暨人大代表“家站室”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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