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沾化区：

人大代表以专业之“笔”

描绘产业振兴新图景

“你提到的这个冬枣管理问题最近好多群众都在反映，放

心，明天我们就开课。”在滨州市沾化冬枣研究所里有一间办公

室，面积不大、陈设简朴，却是枣农最愿光顾的“加油站”。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是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的代表，也是枣

农心中“最懂他们的人”。

冬枣是沾化富农增收的支柱产业，发展备受关注。为助推冬

枣产业转型升级，区人大常委会集结于洪长、丁太平等代表中的

冬枣种植专家成立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充分发挥代表专业优

势，以点带面助推冬枣产业高质量发展。

“冬枣种植，技术是关键。枣农遇到的种植问题、当下时节

冬枣应该如何科学管理、新品种及设施大棚的种植优势等都是我

们的讲课重点。”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成员、冬枣课堂主讲老

师丁太平介绍。今年，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已举办冬枣课堂

100 余场次，辐射枣农2000 余人，带动新增新品种改良3000 亩、

冬枣设施大棚5000亩。

“大多数都是在枣园直接开课，老师亲自示范、手把手教，

3年前我就跟着学，枣的品质明显提升，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

枣还没下来订单就纷至沓来了。”枣农张治星对冬枣课堂很是

认可。

与此同时，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成员杨超通过不断擦亮

“有机冬枣”这块金字招牌，逐步壮大品质冬枣产业，由“一人

富”带动了“集体富”。他带领枣农建立的“鹤福缘”有机冬枣

生产基地，成功获得了“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基地严格

按照有机产品生产标准建设管理，帮助枣农在冬枣管理环节统防

统治，有机冬枣的甜度、脆度、色泽都明显优于常规管理的冬

枣，冬枣价格直接翻了5 倍，每斤能卖到80 块钱左右。”杨超

介绍。

最近，冬枣产业领域唯一的省级创新平台——— 山东省冬枣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落户下洼镇。这背后离不开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

组的“推波助澜”。小组副召集人、沾化冬枣研究所所长于洪长

带领研究所积极对接科研院校，先后实施了“新一代冬枣优良品

种选育”“沾化冬枣物联网追溯体系建设”等多项国家省科研项

目建设，科研成果国内领先，以科技赋能冬枣数字化生产。“在

沾化冬枣特色代表小组的推动下，冬枣产业全链条智慧管理已实

现9个种植乡镇全覆盖，辐射116个重点村的9 . 6 万亩枣园。”沾

化冬枣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说。

冬枣特色代表小组是沾化人大推动代表向专业化、特色化履

职的一个缩影。目前该区组建了现代畜牧、渔业水产、高端化工

等18 个特色代表小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代表的专业智慧激活了地方产业振

兴的一池春水。                （徐新磊）

“这次专题询问，有107 名市人大代表
在线列席，在线留言358条，有106名市人
大代表参与在线测评，参与数量和留言质
量进一步提升。”近日，日照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对乡村振兴工作专题询问进行复
盘时，工作人员这样介绍。

据了解，这次乡村振兴工作专题询问
打破在会议室开展专题询问的旧例，将询
问现场设在田间地头，同时通过“日照市
人大代表履职云平台”向全体市人大代表
同步直播，人大代表只要有意愿就可以采
取“云列席”的方式参与，并对应询部门
进行满意度测评。

“日照市人大代表履职云平台”是日
照市人大常委会顺应“云时代”发展，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促进人大履职行权与数
字化变革深度融合的创新之举。该平台自
2022 年 4 月份上线运行以来，按照“聚焦
一个问题、开发一个场景、完善一套机
制”的模式，陆续开发应用“云列席”
“云联系”“云建议”“云旁听”“云征
集”“云课堂”“云积分”等场景，突破
时空限制，优化履职方式，使代表履职行
权更便捷、更精准、更高效。

从拓展人大代表参与度入手

“以往，区人大代表只能列席区人大
常委会会议，现在通过平台就能在代表小
组观看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的视频直播，第
一时间掌握上级精神，真是方便！”东港

区人大代表孙纪顺说。
人大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

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内容，是发挥代表作
用的重要体现，对于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大代表
参与人大常委会工作因受场地、时间等因
素制约，参与度受到影响。

着眼拓展代表参与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参与度，日照市人大常委会在“云平台”
开发“云列席”功能，召开市人大常委会
会议、专题询问会等会议时，均通过“云
平台”同步向人大代表视频直播。人大代
表只要有意愿，就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线
上列席，并在留言区实时提出意见建议。

平台的应用使代表履职不再受时间地
点限制，也增强了基层代表与市级人大常
委会的联系。该平台上线以来，已直播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19 次，列席代表 1610 人
次，在线发表评论3801 条；直播专题询问
5 次， 441 人次列席，在线提出意见建议
3800 多条，并对答询情况在线进行满意度
测评，代表的参与度有了显著提升，人大
代表们也切身感受到了现代技术给履职行
权带来的便利和高效。

在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履职上着力

着眼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履职，日照
市人大常委会总结借鉴开发应用“云列
席”场景的经验做法，依靠现代信息技
术，把场景打造、流程再造、机制优化有

机统一起来，为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
履职创造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

聚焦代表联系人民群众路径不畅的问
题，开发“云联系”场景，打造网上代表
联络站系统，对全市4360 名各级人大代表
编号赋码，生成专属“代表码”，包含姓
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等信息，群众微
信扫码就可以线上反映社情民意，使代表
联系群众工作既可以在代表联络站“面对
面”，又可以通过“云联系”实现“心连
心”，有力提升了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工作
质效。

聚焦闭会期间代表提出建议不多的问
题，开发“云建议”场景，构建“代表随
手拍、平台及时转、部门马上办、人大跟
进督”的闭环监督机制，实现“群众反
映、代表收集、政府办理、人大监督”良
性循环。目前，通过“云建议”共收到人
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162 条，
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聚焦人大对“两院”工作监督形式单
一的问题，开发“云旁听”场景，与日照
市法院和日照市检察院分别联合搭建“旁
听庭审”“检察零距离”同步直播通道，
构建“掌上旁听、直通两院”机制。目
前，已组织代表旁听法院庭审活动 19 场
次、“检察公开日”活动7 场次，参与代
表1715人次，在线留言6298条。

聚焦征集意见建议渠道不宽的问题，
开发“云征集”场景，将涉及立法项目、
专题询问等方面内容在“云征集”发布公
告，构建线上“吸纳民意、汇集民智”机
制。目前，已发布立法征集意见建议事项
29 项，征集意见建议680 条；发布专题询
问征集意见建议事项12项，征集意见建议
325条。

聚焦代表集中学习组织难的问题，开
发“云课堂”场景，链接全国人大系统先
进教学资源，及时推送人大工作相关法律
法规及代表履职理论知识等，构建“常态
化学习、菜单式教学”机制。目前，已推
送学习资料40余期，并利用视频直播方式
举办“人大讲堂” 5 期，线上培训 1517
人次。

聚焦代表履职绩效“糊涂账”问题，
开发“云积分”场景，构建“量化管理、
实时记录”机制，实现代表履职情况即时
录入、履职档案自动生成、履职积分动态
更新，有效破解代表履职多与少、好与坏
一笔“糊涂账”现象，使代表履职更有动
力，代表工作更具活力。

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落脚

“这位群众通过‘代表码’向我反映
一个问题，但线上说不透，今天约着到这
里来见面，了解更多更深的情况，为提出
建议打好基础。”前不久，在代表联络
站，正在接待群众的市人大代表刘加山
说，“这种方式挺好，既节省时间，又提
高质效”。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全过程人
民民主呈现出新的运行机制和互动模
式。”日照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介
绍，“我们把握人大特点规律，立足日照
具体实际，线上线下一体运行、互融共
进，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可感可及”。

——— 线上赋能与线下培训一体发力，
提升代表履职能力。日照市人大常委会在办
好“云课堂”、促进代表常态化学习的同
时，专门举办“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
发展”履职能力提升班，组织市、县、乡
三级人大干部运用课堂教学、现场教学、相
互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深化学习效果。有
学员反映，“线上学理论知识，线下学实
践技能，履职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

——— 线上沟通与线下联系协同联动，
做实代表联系群众工作。坚持“建网络”
与“拓功能”并重，日照市人大常委会先
后建成代表联络站278 处（其中专业代表
联络站20 余处）、立法联系点12 处、设
立代表联系点3000 多个，将4360 余名“五
级”人大代表全部编组进站，推动代表履
职“上线”、状态“在线”。

——— 线上建议与线下监督同等对待，
增强代表履职实效。日照市人大常委会将
代表通过“云列席”“云建议”“云旁
听”“云征集”等方式提出的意见建议，
与代表线下提出的意见建议同等对待，有
关工作机构都及时进行汇总梳理，让“有
事找代表，遇事靠代表”成为常态，让
“群众有呼声，代表有回声”更有力度、
更有温度。

日照市人大常委会搭建人大代表履职
“云平台”，探索了信息技术运用于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具体路径和载体，不仅使人
大代表履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
提升了人大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广度和
深度，而且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人大代表的
履职方式，民意表达更加灵活精准、便捷
高效，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生动。

           （安丰平）

日照：搭建代表履职云平台 提升代表履职质效

  滨州黄河楼

日照港码头

“老嫂子们啊，今天咱拉点啥呢？当

前的热门话题——— 防诈骗，对，拉拉热门

话题——— 防诈骗。那天我在楼上摆弄手机

玩，突然冒出个声音着实甜，伯母长，伯

母短，叫得我心里麻嗖嗖地老么舒坦，然

后向我把致富秘方传，不出门，不上班，

坐在家里赚大钱……”近日，滨州市人大

代表董建合自编自导的防诈骗快板说唱火

“出圈”，在沾化区富国街道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实践基地循环播放，群众纷纷驻

足观看，风趣幽默的表演，不时引来阵阵

笑声。

在联系群众时，董建合发现网络电信

诈骗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于是利用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自编自导了防诈骗视频

片段，不仅在代表联络站等处播放，还通

过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传播。人大代表出

演扮成“老太婆”，时时叮嘱群众防诈

骗，群众亲切地说，代表练就了“婆婆

嘴”。

俯下身子，才能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和群众心连心，才能最大限度地听取民

情、汇集民智、反映民意。滨州市各级人

大代表不断创新履职方式，用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履职尽责，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提高了履职质效。这些变化源于近年

来，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全力推行“八个四

工作法”，在代表工作方面聚焦强履职能

力、强履职平台、强履职活力、强履职成

效“四强”发力，组织代表开展“双联”

“三走三联”等系列活动，积极为代表搭

建履职平台，丰富拓宽代表联系群众渠道

和形式，高水平履职行权、高效能聚合代

表力量。

滨州市人大常委会注重发挥代表主体

作用和专业优势，按照行业相同、专业相

近、业务相通、人员相适的原则，组建电

子商务、沾化冬枣、高端化工等59个专业

代表小组，群众遇到专业性强的问题，可

以直接“连线”专业小组代表。 6000 余名

五级人大代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所在单

位优势、行业专业特长，积极履职，代表

履职活力足，成效显。

“3年多的相邻关系纠纷终于画上圆满

的句号，为人大代表点赞。”这是市人大

代表陈有梅结合单位优势，化解基层矛盾

的一个缩影。惠民县石庙镇某村两邻居赵

某与王某之前因树木遮阴引发矛盾，陈有

梅了解到情况后，第一时间向双方当事人

了解了相关情况，跟随当事人到现场查

看，充分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诉求，积极调

解化解矛盾，经过多次耐心细致的调解，

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并签订协议。

为充分发挥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势，练就人大代表“婆婆嘴”，滨州市人

大常委会可是下足了功夫，精心为人大代

表“量身定制”丰富多样的培训内容，着

重围绕政治理论、人大业务、法律知识、

廉洁教育等方面，组织人大代表参加人大

代表履职能力提升及人大干部学习班、科

教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题研修班

等各类学习培训活动。采取以会代训、集

中培训、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发挥“体

验、互动、思考”现场教学的优势，增强

学习培训的生动性和实效性，帮助代表提

升履职能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建设在

线学习平台，打造“没有围墙”的大课

堂，为代表提供全天候不打烊的学习“加

油站”。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法律素

养，过硬的本领，让代表“婆婆嘴”作用

发挥得更充分，讲得更精准、到位。

“大家知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与咱

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吗？下面，我

来给大家讲一讲……”

近日，滨州市各级人大代表分别走进

社区、走进企业、走进重点项目一线、走

到群众身边，讲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推动三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通过听讲解，深刻感受到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种

形式的解读，我们特别爱听……”宣讲现

场的一位群众说。

为保障人民群众对审判、检察工作的

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设立人大代表监

督室、人大代表监督联络室，并深入推进

人大代表旁听评议庭审工作，创新听、

评、调三步流程，组织省、市、县、乡四

级人大代表走进法院庭审现场开展听、

评、调，发挥代表“婆婆嘴”优势，做好

案件的宣传工作，让群众了解案件真实情

况。发挥人大代表的公信力、影响力、协

调力，拿捏好分寸，掌握好火候，控制好

节奏，把握好时机，与法官共同发力，从

法、理、情3 个方面与当事人“零距离”

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化解案件分歧，帮助

当事人去除疑虑、化解心结，使案件当事

人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在滨州市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下，县乡

人大围绕代表工作积极探索创新，代表工

作亮点纷呈。比如，惠民县人大常委会选

派部分市、县人大代表入驻县政务中心、

综治中心、矛调中心、疾控中心，开展人

大代表“四进”实践活动。每处“中心”

每次入驻2 名代表，时间为一个月，每周

三上午现场接待走访群众，其余时间采取

电子邮箱、电话、微信等方式线上征集群

众意见建议。在四处“中心”，代表纷纷

发挥“婆婆嘴”优势，积极为群众宣讲党

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解疑答惑，并围绕便

民服务、营商环境、信访维稳等工作中的

热点、难点、痛点问题，“摆摊”收集群

众的意见建议。为帮助代表更好地开展

“四进”，代表收集的意见建议及时转

办，县人大常委会和四处“中心”分别明

确一名负责同志，随时与入驻代表保持联

系，即知即办，形成了工作闭环。再比

如，沾化区利国乡人大依托全乡网格化治

理体系，将代表与全乡 29 个网格进行联

动，代表与网格员一起上门解决群众反映

的问题，受到群众欢迎，提升了基层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的实效。   （王美健）

滨州：架好“连心桥” 拓宽“履职路”

东港区：

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感可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近年来，
日照市东港区人大常委会创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平台载体，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可感可及。

人大代表联络站 让民主“真实可感”
东港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代表所长+群众所盼+发展所需”

精准对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生根。
涛雒镇作为沿海大镇，渔业产业是支柱。东港区人大常委会

指导涛雒镇成立了渔业产业代表联络站，吸纳16 名从事渔业产
业的人大代表。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全市首个省人大代表科技兴
渔工作室，召集人既是省人大代表，又是海洋渔业领域的专家，
通过组织活动，既收集了民情民意，又向渔业从业者传授水产种
苗繁育销售、养殖用海管控等技术，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秦楼街道海恒物业代表联络站搭建起物业企业与业主之间的
沟通桥梁；南湖镇“助企服务代表联络站”，帮助协调解决企业
招工用工、融资建设等方面问题；陈疃镇蓝莓产业代表联络站，
助推蓝莓产业发展，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这些特色专业
代表活动品牌，打通了代表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全
过程人民民主带上了更多的“泥土香”“家常味”和“幸福感”。

民生实事票决制 让民意“触手可及”
围绕畅通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东港区人大常

委会全力推行区镇两级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将“民
意”“民生”“民主”“民心”一体贯通，做到群众“点单”、
代表“定单”、政府“领单”、人大“验单”。

西湖镇马瞻路建成通车，就得益于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工作。以前，当地群众出行要绕行到周边的省道，距离远且安
全隐患大。在东港区西湖镇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马瞻路建设
工程被票决为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项目。如今，马瞻路已经建成
通车，不仅让群众生产生活更加安全便捷，更为沿线村庄发展观
光旅游、生态农业带来机遇，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产业路”和
“幸福路”。

今年，东港区通过召开区镇两级人代会和街道议事代表会
议，共票选出民生实事项目91 个，涵盖城乡建设、扶弱助困、
乡村振兴、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养老托育、宜居宜业、文化体
育、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真正把民生实事项目的征集、决定、
监督、评价等环节引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轨道，变“为民作主”
为“由民做主”。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 让民情“畅通无阻”
石臼街道新港庭院小区一直使用老式电表，居民缴纳电费不

便，部分居民私拉电线，存在安全隐患。
在3月份召开的石臼街道第一届议事代表会第一次会议上，

有议事代表提出这个问题。随后，街道办事处组织相关人员开展
调研、走访、座谈，商讨具体改进方案。最终，在今年6月份顺
利实现了智能电表网上缴费，消除了安全隐患。

目前，东港区所辖7处街道已全部召开第一届议事代表会第
一次会议，标志着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在东港区实现全覆盖。

“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是推进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东港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说，
“通过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以选聘议事代表弥补了街道
没有本级人大代表的问题，以议事代表会弥补了街道没有人大代
表会的问题，开通了‘民情直通车’，让居民对街道工作有了更
多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实现了街道与居民双向互动，使
‘群众盼的’与‘政府干的’紧密相联，‘议’出了干群一心干
事创业的强大合力。”             （贾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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