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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践 行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践 行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书 写 高 质 量 民 生 答 卷书 写 高 质 量 民 生 答 卷

——武冈市推进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傅畅珺 通讯员 廖洁辉 周美琪 刘 传 黄志豪

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实现了民
生实事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餐”的根本性转变，真
正做到了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办成了党委、政
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工程。一件又一件民生实事相
继办成，让武冈人民的幸福感“抬眼可望、触手可及”。

高标准农田建设促进农业提质增效。2023年10
月，武冈市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湾头桥、
邓家铺等10个乡镇42个村全面开工建设。“希望能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助推实事办出实效，办到人
民群众满意。”武冈市人大代表、邓家铺镇黄塘村村
民委员会成员姚小伟每天都要到高标准农田建设施
工现场，及时和施工队沟通，表达村民对项目建设的
具体需求，监督工程建设情况。该项目总投资近1.17
亿元，建设高标准农田3273余公顷，改良土壤3073
余公顷。项目完工后，项目区每年粮食产量将增加
476万公斤，农民收入总额将增加1200万元。

新学校解决新城区适龄学生“上学难”。“我们
再也不用顶风冒雨去很远的地方送孩子上学了。”
在家门口有一所公办小学和幼儿园，是工业园新
建城区群众共同的期盼，武冈市第三实验小学及
第三幼儿园的开工建设，帮当地居民了却了这个
心愿。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计划于2024年秋季
开学投入使用，可解决1620个小学学位和180个
幼儿学位，新城区适龄学生“上学难”问题将得到
切实解决。武冈市人大代表喻心烁高兴地说：“教
育因城市而兴，城市因教育而强，幸福美好生活从
家门口的好学校开始。”

综合治理为绿色武冈提速增色。在武冈市伴山
景区，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后的山场，林相美观、
林木相映，令人赏心悦目。武冈市2023年实施的湘
西南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总投资1478
万元，共完成森林质量精准提升、人工造林和封山
育林2402公顷。全市森林覆盖率保持在44.29%以
上，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9.1%，林业生产总值在20亿
元以上。“绿满武冈”惹人醉，“生态美市”绘画卷，一
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武冈迎面走来。

乡镇全域城乡供水一体化惠及千家万户。为
及时打通城乡供水“进村入户”的最后关卡，总投
资3890万元的乡镇全域供水一体化工程“进村入
户”项目共铺设管网 155.7 千米，增设 13 处加压
泵，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的大难题。全市45万农村人口享受优质、便捷的
供水服务，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老旧小区改造让“老”居民享受“新”生活。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下足了“绣花”功夫，走进水西门社区
同乐巷、玄妙巷、川正街，这些老旧小区经过改造后
焕然一新，好“看”更好住。居民在细微之处切实感
受到了民生的温度，好评如潮。2023年，武冈市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共实施完成11个项目46个小区，
总投资1.252亿元。全面升级了老旧小区硬件设施，
让1945户、5000多名居民安居、宜居、乐居。

一份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是武冈不断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丰硕成果，是武冈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靓丽名片。在新的征程上，武冈市将持续
深化推进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将全过程人
民民主贯穿到民生实事的各个环节，凝心聚力向
武冈人民交出一份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为全过程
人民民主基层实践提供武冈经验。

——民生实事为现代化新武冈建设
增添幸福成色

武冈市委、市政府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按照“一个项目
一个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常态
化调度，把民生实事项目真正建成
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让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为
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提档升位统筹推进。武冈市将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纳入打好重点民生保障仗、“三重
点”任务统筹推进，始终坚持把民生
支出放在优先位置，千方百计筹集
项目配套资金，确保民生项目刚性
投入。该市市委书记、市长高度重视
项目推进工作，多次听取民生实事
项目进展情况汇报，靠前指挥，现场
研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矛
盾和问题，积极推进各项民生实事
项目落地见效。

压实责任强力推动。武冈市建立
了市政府统揽、民生实事工作专班牵
头、主管部门具体抓落实的齐抓共管
机制。市长办公会议专题调度每两个

月一次，市政府分管领导调度督查每
月一次，聚焦找问题、找难点、找堵
点、找方法，及时破解任务落实的“中
梗阻”。2023年，该市先后召开了各类
调度会13次，督导27次。

全程监督确保质效。武冈市人大
常委会创设代表联系项目责任制，并
成立督查组，对项目进展、资金使用、
项目质量、实施绩效等进行监督检
查，形成了年初问安排、年中问进度、
年底问效果的全程监督链。2023年6
月和10月，武冈市人大常委会由常
委会副主任带队，组织30名人大代
表深入到项目现场调研视察、召开座
谈会，持续跟踪督办民生实事项目。
武冈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
武冈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大代表票决
制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反
馈督办情况。武冈市人民政府坚持开
门搞工作，主动受监督。人大代表和
人民群众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见
证者、共享者，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不断提升。

——把民生实事项目真正建成人民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武冈市始终坚持贴近老百
姓的实际需求去谋划和推
进民生实事，从群众最迫切
的需求出发，想群众所想、
忧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
公开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民
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

2022 年 11 月 5 日，《武
冈市人民政府关于征集
2023年度民生实事建议项
目的通告》印发，通过张贴
通告、政府网站发布等形
式，广泛征求以人大代表为
主体的社会各界建议，收到
民生实事建议项目32个。

为真正把老百姓的需
求摸清楚，武冈市人大组织
市、乡两级人大代表进入人
大代表联络站开展征集民
生实事项目活动，面对面倾
听百姓呼声。“新时代新阶
段，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
求多、期盼多，各级党委、政
府要办的事也很多，但首先
要解决老百姓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武冈市人大代
表欧春芳说道。

据统计，自武冈市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试点以来，人大代表共征集
到民生实事项目线索1200
多条，一批涉及群众急需急

盼的民生实事项目被征集
反映上来，并形成项目建议
清单。通过广泛征求以人大
代表为主体的社会各界建
议意见，武冈市共梳理整合
出20个市本级民生实事建
议项目和79个乡镇民生实
事建议项目。

2022 年 12 月 8 日，武
冈市人大常委会拟定 6 个
候选项目进行人大代表票
决。2023年2月23日，武冈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投票表决出高标
准农田建设、实验三小（第
三幼儿园）、湘西南水土流
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乡镇
全域供水一体化（一期）、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 5 件 2023
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各乡
镇也相继票决出29个民生
实事项目。这些注重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民生实
事项目，总投资超过 4.5 亿
元，惠及群众50万人。

民生实事项目从“为民
做主”转变为“由民做主”，
真正实现了“群众想什么”
与“政府干什么”精准对接，
进一步完善了“群众提、代
表定、政府办”的民主决策
机制，开启了全过程人民民
主基层实践的新篇章。

——问需于民，“群众想什么”与“政府干什么”
精准对接

为有效推进这一工作，
武冈市研究出台民生实事
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实施方案。方案要求，为邵
阳市全面推行县级民生实
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
作做好先行者、当好排头
兵，使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工作成为实现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2023年2月17日，武冈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的决定》，提
请在武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票决确定
2023年度政府民生实事项
目，并建立健全各项相关制
度，进一步使民生实事项目
成为造福于民、让人民群众
满意的民生工程。

对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实施票决，由人大代表确定
项目以及用于这些项目的
政府性资金。武冈市人民政
府及其组成部门通过广泛
征求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
的意见、建议，切实做好民
生实事项目的征集与初定
工作，并提请武冈市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武冈

市人民政府负责抓好民生
实事项目的组织实施，并接
受人大代表、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方面的监督与审议。武
冈市人大常委会实施全过
程监督，通过组织人大代表
视察等各种有效方式，开展
督查和审议工作，推动民生
实事项目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人大代表积极参与政府
民生实事项目的征集与初
定、审议与票决、监督与评
估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切实
发挥主体作用，把人民群众
的意愿和需求真正体现在
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中。

武冈市委、市政府对这
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
专题调度会，要求把民生实
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作
为真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具体举措，把民生实事
项目建设作为政府的重要
政治任务，务必高效推进，
切实办好办实。武冈市四大
家领导深入基层调研，访农
家、进企业、察民情、问良
策，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
到民生实事项目征集、筛
选、实施、评价各个环节，最
大限度地体现民意、汇聚民
智、集中民力。

——把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作为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创新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
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治
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党和国
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
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武冈市在邵阳
市率先开展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试点，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民生实事项目各个环节，
构建起民生实事“党委主导、人大主推、政府主责、
代表主体、群众参与”的工作新格局，做到让人民
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做主、让人民群众受益、让
人民群众满意。

通过积极探索、深化试点工作，武冈市从市本
级到乡镇已全面实现民生实事项目由人大代表票
决。2023年，市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5个重大民生
实事项目、各乡镇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29个重点
民生实事项目全部得到有效落实，解决了一大批
人民群众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高标准农田建设。

实验三小（第三幼儿园）。

湘西南水土流失及石漠化综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