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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人大

10月10日上午，廖金林（右）在和院落里的独居老人

聊家常、听意见。

走进大祥区红旗路街道人大代表
联络站群众接待大厅，映入眼帘的是
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的接待室。墙上张
贴的进站人大代表工作职责、人大代
表联络站联络员职责、人大代表接待
群众工作流程图等清晰可见，桌上摆
放的一本本厚厚的记录簿，详细记载
了代表接访、代表议事和联络站活动
等情况。这是市人大常委会规范化建
设、高标准打造人大代表联络站的一
个缩影。

2023 年，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人大
代表联络站建设，把全市15000多名人
大代表全部编排到各人大代表联络
站，精心组织开展活动，认真交办督办
建议，充分激发了代表履职活力，人大
代表工作不断深化拓展。

为规范化建设好人大代表联络
站，2023年6月，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出
台《关于加强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建
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选址布局、设
施配备、管理制度等要求，推动联络站
规范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一系列标准化建设的“组合拳”，
打造了新邵县严塘镇白水洞片区人大
代表联络站、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
人大代表联络站、北塔区状元洲街道
九江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等一批人大
代表联络站点的“样板间”。如今，全市
各站点内，站点职责、代表学习培训、
调研视察、受理人民群众意见建议范
围和处理制度以及代表的照片、身份、
职务、联系方式等信息均公开上墙，让
人一目了然。同时，利用代表联络站已
有的活动场所、办公设施、管理人员、
制度机制等资源，与基层立法联系点
融合建设，实现“一个场所、一套设备、
两块牌子、两种职能”。

在东风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
每月尾数为6的日期是固定的代表联
系群众工作日，工作日由1名驻站人大
代表负责接待选民，面对面倾听选民
心声，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东风路街道辖区内的鼓楼亭社区
院落属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老旧院

落。“以前院落的路面坑洼不平、空中
缆线凌乱、垃圾乱堆乱放、车辆乱停乱
摆等现象随处可见。”当环境脏乱差成
为市民心里的“堵点”时，群众的呼声
成了人大代表工作的“航向标”。联络
站的人大代表在收到群众的意见后，
多次到实地调研并提出开展老旧小区
改造的建议。目前，老旧小区改造已完
工，通过完善15分钟便民生活圈、安装
自动停车系统、修建标准化分类垃圾
亭、设置消防设施、增设健身器材等举
措，使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
升。

邵东市各人大代表联络站不仅组
织人大代表开展“坐堂接诊”式的接访
活动，还鼓励人大代表“走出去”，走入
选区，走近选民，让获取民情民意的渠
道更加广泛。廉桥镇人大代表熊佳振
在一次日常走访时发现，廉桥药材市
场背街小巷下水道狭窄，下大雨流水
不畅，导致部分商家药材受潮发霉，损
失严重。了解情况后，熊佳振立即向该
镇人大主席团反映，人大主席团向镇
政府建议，拓宽下水道，将污水接入污
水处理中心。最终，困扰廉桥药材市场
经营户多年的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为确保群众诉求得到及时响应和
有效解决，各级人大发挥信息化赋能
作用，探索建立网上人大代表联络站，
有效利用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二
维码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代表
联系群众的渠道。今年5月初，城步苗
族自治县在全县范围内探索建设网上
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这种形式，民意
能够“码”上说，代表履职更便捷，群众
的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促进了人大
代表在闭会期间以更常态化、更高效
的方式履行职责，更好地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理念。“网上人大代表联络站
作为代表履职形式的新探索，与实体
人大代表联络站融合之后，可以做到
24 小时不打烊。”县人大代表肖幸家
说，这为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又搭建
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极大地畅通民意、
解决群众诉求。

新宁县高桥镇老渡片区人大代表
联络站促进“旅游+脐橙”深度融合，
打开了脐橙销售的新途径，为村集体
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城步苗
族自治县蒋坊乡人大代表联络站通过
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线上收集反馈意
见建议 28 条，《梅溪河柳林段河道清
淤的建议》等27个群众关心关注的问
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坚持“逢 6 进
站”接待群众，这在我市已经成为了一
个惯例。人大代表联络站里，代表们或
接待着一拨又一拨群众，或倾听一个
又一个百姓的诉求，他们用心用情尽
力，为化解群众困难、诉求而探索着、
奋斗着。

据了解，当前，全市建成人大代表
联络站842个，各级人大代表收集群众
意见建议4.9万件，帮助群众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5800余件，全市连接起一列
列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解民忧的

“直通车”，构建起了履职平台布局网
格化、进站履职常态化、聚智汇力联动
化、解决问题长效化的工作“路线图”。

各联络站还通过不定期召开征求
意见会、民情沟通会等方式收集居民
意见建议，能当场答复和解决的当场
答复解决，不能当场答复和解决的，提
交上级人大或相关部门办理，联络站
跟踪办理进度并答复群众，真正做到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从‘有问题等代表’到‘有问题找
代表’，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立，把表
达民意的主动权交到了群众手中。”大
祥区红旗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姚玉
华说，有了联络站后，人大代表履职思
路更清晰、方向更明确、视野更开阔，
更多民意的汇入，激荡起代表履职的
一池“活水”。

下一步，市人大常委会将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
合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
年，创新工作方法，完善工作机制，推
动人大代表联络站的“建管用”提质增
效，形成“群众常来、代表常在、实事常
办”的工作常态。

“小站点”发挥“大作用”
“小接访”托起“大民生”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小幸）10月
8 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消息,省
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批准《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促
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决定。这
是我市行使地方立法权以来,获省人大
常委会批准的第十五部地方性法规，
也是我市首部关于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的地方性法规。

《条例》继续采用“小快灵”的立法
模式，由新宁县人民政府承担调研起
草任务。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分别于
今年 6 月 21 日、8 月 28 日进行了两次
审议并表决通过。期间,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深入相关职能部门、县市区及
部分乡镇广泛征求意见,在《邵阳日
报》和市人大、市政府门户网站进行全
文刊登,组织立法工作专班赴江西赣
州学习考察脐橙保护立法经验，反复
进行论证修改。在此基础上,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对《条例》进行了立法指
导,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根据指导意
见进行了修改完善。今年 9 月 26 日，

《条例》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批准。

脐橙是新宁县的特色产业和支柱
产业，脐橙种植面积稳定在 3.33 万公
顷左右、年产量达 70 万吨、产值达 50

亿元，全县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崀
山脐橙”被认定为省级片区公用品牌，
先后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业农村部优质
农副产品金奖等荣誉。《条例》共10条，
不分章节，主要包括规划管理、种质资
源管理、标准化生产、病虫害防治、品
牌建设、服务保障等，突出标准化种植
示范园（区）建设、有机种植、科学采摘
等，助力不断提升崀山脐橙果品品质，
维护消费者权益。《条例》的出台为崀
山脐橙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治
保障，让崀山脐橙未来的保护与发展
方向更加清晰。

《邵阳市崀山脐橙产业促进条例》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教育一直是备受全社会关注的热
点话题，也是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促
进教育公平，基础是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关键是公平合理地配置教
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当公平正义的
阳光普照，成长的舞台就会越来越宽
广。”市人大代表罗长林在《关于促进教
育公平的建议》中指出，要直面当前教
育行业面临的地域发展不均衡与职业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这两大主要矛盾，
认真回答好“教育公平”这一民生问题。

为更好地激发教育行业发展活
力，促进市内地域间、学校间教育公平
的发展，罗长林认为，要积极引进、培
养并留住优秀的教师，促进教育资源
和发展机会向农村学校倾斜，切实加
强对农村学校的政策支持，鼓励各类
教育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农村教育
事业中来，共同推动农村教育的发展。

“职业教育是培养人才、推动经济
发展的重要途径，提升职业教育质效、
促进教育资源公平是当前教育改革的
重要任务。”罗长林表示，实现这一目
标，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以及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加大

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职业
教育质效，促进教育资源调配公平。

教育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全市各
级教育部门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
标，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努力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加
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为提升职
业教育质效，我市采用多样化的人才
选用方式，优化职业院校师资队伍，促
进产教融合，不断加大职业教育投入，
全面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目前，全
市职业院校每年为本地企业输送技能
人才5000余人，成为推动我市中小企
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提升职业教育质效、促进教育资
源公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共
同努力。”罗长林认为，只有通过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与产业需求对接、加大
投入力度以及加强评估和监管等多方
面努力，才能够实现职业教育的可持
续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职
业人才。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推动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我希望自己还能发挥点余热，为
社区、为邻里做点微薄贡献。”这是双清
区人大代表廖金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也是她一直热心助人的动力。多
年来，她始终怀着对党、对人民无比热
爱的赤诚之心，热心公益事业，尽心竭
力地为社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为社区
建设添砖加瓦，为困难群体解难，是群
众心中可亲可敬的好代表、好邻居。

10 月9 日下午，在双清区滨江街
道珠溪社区资农老家属区，廖金林如
往常一样陪着院落里的独居老人散
步、下棋、聊天，问候他们的身体状况，
关心他们的生活。

“她是我们社区居民的贴心人，和
她住一个院子很安心。”一提起廖金林，
社区居民都会竖起大拇指。廖金林自从
退休后，积极参加社区各种公益活动，
从矛盾调解到政策宣传，从热心助人到
邻里关爱，为居民、社区做了大量工作，
成了大家信赖的“爱管闲事婆婆”。

1栋的曾腊秀、2栋的陈丽珍、8栋
的张秀英、11栋的刘文胜……在廖金
林的通讯录里，有一群特别的联系人。

“这些都是小区内的独居老人，平日我
会特别关注他们。如果哪家的独居老
人两三天没出来玩，我都会打电话或
上门了解情况。”廖金林说，每天晚上
会在院子里观望一下独居老人家里的
亮灯情况，确认他们平安与否。

10栋2楼的王秀红是一位独居老
人，也是廖金林通讯录里特别关注的
联系人之一。由于王秀红身体不好，廖
金林每天会注意她阳台是否晒衣服，
或者晚上房间是否亮灯，以此来判断
王秀红老人的安全。“虽然一个人住，
但知道有人一直关心自己，心里就很
踏实。”王秀红说，廖金林还经常给他
们这些独居老人交水电费，每年帮她

们进行社保认证，交大病互助款。
如今，廖金林虽然已经62岁，但只

要社区和居民有事找她，她从不推脱。邻
里、婆媳之间发生矛盾，她会主动入户调
解，每年都能成功调解邻里、婆媳纠纷近
10起；家属区的绿化带杂乱无章，她坚
持义务修剪8年，为社区居民营造了一
个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谁家有困难
了，她出钱出力也要管一管……一件件
小事难题，不胜枚举。在邻居眼中，廖金
林是个爱管闲事的“热心肠”，为居民做
了很多好事，也得到了邻居们的称赞。

“我把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当成一
种享受，感觉身心无比快乐。”廖金林
说，这里住的大多是老年人，院子干净
整洁了，邻里关系和谐了，居住起来也
舒坦了。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廖金林十分
注重与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
了解民情民意，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
尽全力把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反映给有
关部门，同时把有关单位整改或处理
意见及时向群众反馈。2023 年以来，
她参加代表小组学习5次、代表活动5
次，并就近在珠溪社区开展常态化志
愿服务。“我的建议基本都来自民意，
比如为方便居民晚上回家，建议25路
夜班公交车延长到城东派出所资农三
岔路口；建议设置银行储蓄所，以方便
附近7个单位和居民区支取存款和退
休工资。”廖金林说，每年都会提交 1
至2件代表建议，积极为群众鼓与呼，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要像雷锋同志一样做好事。”这是廖金
林的心声。多年来，她用实际行动彰显
了一名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更是用
一言一行传递着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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