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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人大

图为我市春耕生产现场。

图为彩塘水库补水工程图为彩塘水库补水工程。。

图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市区调研二次供水改造项目。

“我觉得改造后的水压更稳
定，水质更安全，喝水更放心了。”
10月16日，部分市人大常委会委
员在长岭新区实地察看市城区二
次供水改造项目开展情况时，社
区居民点赞二次供水改造工作。

在改造后的二次供水泵房
内，只见小区老旧供水管道和生
锈的水箱已经全部弃用，取而代
之的是全新的智慧泵房设施、水
质监测仪、智慧监控等。通过全
新的智慧管理系统，二次供水实
现了远程数据采集和泵房画面
的实时监控。

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来水进入
居民家的“最后一百米”，直接关
系到供水安全和市民的身体健
康。2023年，有市人大代表提出

《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区二次供水
管理的建议》，剖析了二次供水建
管存在的问题。同时建议要完善
体制机制，加强二次供水全过程
管理；优化建管模式，提升二次供
水运行管理水平；加强监督监测，
确保二次供水水质安全。

市人大常委会将《关于进一
步加强市区二次供水管理的建
议》列为 2023 年度重点处理代
表建议，多次就建议办理情况进
行督办。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在充分调研、全面排查的基础上
认真研究、积极办理，启动了市
城区二次供水建设改造三年计
划，将第一期改造计划列入2024

年十大为民办实事，写入了政府
工作报告，并于今年6月制定出
台了《邵阳市二次供水管理办
法》。作为主办单位，市城管局于
去年 3 月至 10 月开展了市城区
二次供水建设和管理情况专题
调研，制定了加强二次供水管理
的工作方案，组建了专门管理机
构。今年，市城管局继续大力巩
固建议办理成效，重点加强对老
旧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升
级。截至 9 月底，该局已完成 30
个加压泵房的改造，惠及 14325
户、45994名居民，有力保障了居
民用水安全。小区居民纷纷表
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完成
后，小区水压更稳定了、自来水
也更清澈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饮
水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各类管
道直饮水、净水器、桶装水、瓶装
水在小区、校园、办公楼等逐渐普
及,高品质饮用水的市场需求量
大。”2024年，市人大代表覃立勇
在《关于推进城市管道直饮水建
设和改造的建议》中指出，近年
来，随着我市供水水质提升工作
的不断加强，在现有条件下，采用
更严格的水质标准，达到用户端
实现直饮，成为群众的新期待。

从关注安全饮水到关注高
品质饮水，市人大代表始终围绕
群众所需所盼开展调研，积极为
群众代言。这些建议都折射出人

大代表履职的温度。
市人大常委会将《关于推进

城市管道直饮水建设和改造的
建议》列为 2024 年度重点处理
代表建议。市城管局作为该建议
的主办单位，积极向市人民政府
争取政策，组织市自来水公司及
专业机构对我市城区大型公园、
车站、广场等多个场所进行了系
统性调研，并走访了城区多家行
政和企事业单位，深入了解管道
直饮水的市场需求，为项目规划
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充分调研，市城管局采
取先试点再选点建设的方式，选定
了市自来水公司内部管道直饮水
项目作为试点项目。目前，市自来
水公司管道直饮水主体工程已顺
利完成并通过了水质检测，同时在
公司外部设置了免费饮水点，为周
边居民喝上直饮水提供了极大便
利。据了解，直饮水项目初步确定
10处试点，其中2024年的城南公
园、双清公园和蔡锷广场三处公共
直饮水点的设计方案也已完成，预
计将于今年完成建设。

“实现从‘有水喝’到‘喝好
水’的提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
的内在要求，是一项关乎民生的
重大新基建项目。”市人大环资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
续开展跟踪督办，助推代表建议
真正落地见效。

以督促办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市人大常委会重点处理代表建议督办侧记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10月21日，记者走进大祥区板桥乡金
桥村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现场，只见这里田
成方、渠相通、路相连，田网、渠网、路网等不
断完善，有效提高了水资源和耕地利用率，
改善了农田生产环境，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
了良好基础。

大祥区板桥乡人大主席团在2024年民
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中，将“金桥村高标
准农田建设”列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倾情
倾力解决。

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是大祥区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大
祥区紧扣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宽联系群众广
度，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搭建平台载体，
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努力做到群众有所呼、人大有所应。

将民生实事“问号”做成“感叹号”

“我在金桥村承包了293亩农田种植水
稻，以往灌溉、排水都不方便。今年金桥村经
过征求民意、代表票决，实施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帮我完成了近100亩‘小田改大
田’。”板桥乡水稻种植专业户游长春感慨，
项目实施后，不仅能解决灌溉和排水难题，
还能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粮食产量。

民生实事怎么办？代表票决说了算。
2020 年以来，大祥区人大常委会认真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蔡锷乡、板桥乡、罗市镇
三个乡镇全面开展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
制工作，让民生实事项目“民提、民议、民
决”，把群众一个个“问号”做成“感叹号”，把
一件件实事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人居环境整治、板桥环保沼气池建设、
S231道路板桥段沿线提质、彩塘水库补水工
程、陈桥村道路改造、旱厕改造、罗市新型城镇
化的路网配套建设……截至目前，该区各乡镇
票决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9项，让人民幸福指
数不断攀升，尊重了民意，也赢得了民心。

让“群众之盼”变“代表之为”

人大代表联络站作为人大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基层单元的主要阵地，也是吸纳民
意、汇集民智、服务群众的有效渠道之一。

“我有一次在下村走访、入户宣传时，有
村民向我反映新屋院子的道路太过狭窄，双
向通车不便。”省人大代表、龙头村支部书记
姚吉波将群众意见记录在笔记本上，随后多
次实地调研了解具体情况，召开支委会提议
加宽彩塘至新屋院子道路，并进行“白改黑”
提质改造。道路改造项目已于去年正式竣工
通车，道路也被重新命名为新彩路。

“平时工作生活在板桥乡的人大代表，不

仅逢六进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履职，平时还会从
群众的抱怨、闲聊中，主动发现群众的需求、捕
捉群众的心声。”板桥乡人大主席李敢说，因为
贴近群众，他们可以为辖区群众定制服务，切
实提出社会治理最中肯有效的意见，使辖区的
群众生活更便利、更幸福、更有品质。

为完善民意表达平台载体，大祥区各人
大代表联络站初步形成了“线下+线上”的
工作模式，线下即人大代表进站履职，线上
即群众通过扫描智慧人大App中人大代表
二维码及时反映意见建议，打通了民意表达
的“最后一公里”，让民主理念牢牢扎根在人
民心底。目前，大祥区人大常委会共建成35
个人大代表联络站，全区183名各级人大代
表通过线上线下接待来访群众1086 人次，
收集建议132条，推动解决问题84个。

全程督办代表“良言”变“实事”

人大代表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也是
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
主权利的主力军。

大祥区罗市镇盘比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基
础设施建设没到位，严重影响了居民群众生
产生活。在大祥区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由区
人大代表刘彩英牵头提出的《关于解决罗市
镇盘比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础设施维修
问题的建议》，被列入区人大常委会2023年度
重点处理建议，并交由刘彩英所在的代表小
组负责全程督办，将施工单位招投标，材料、
施工和工程质量全面纳入代表监督范围。

“破损排水管道更换了，地面下沉处硬
化加固了，现在我们住得安心了，有人大代
表督办效率就是高。”盘比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群众伍美军高度评价建议督办工作。

如何推动承办单位快速办好代表意见
建议，实现人大督办效果？近年来，该区人大
常委会切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多措并
举，全程督办，推动代表意见、建议落到实
处，有效实现人大代表“良言”变政府“良
策”，群众“期盼”成民生“实事”。区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以来，区人大常委会共收到代表提
交意见建议93件，所有建议均按时办结，答
复率、见面率、满意率均达到100%。

“近年来，大祥区人大常委会不断探索
民声民意表达的平台和载体，努力将民主的
触角延伸到群众家门口，让全过程人民民主
理念在大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大祥区人
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蔡治军表示，下一
步，该区人大常委会将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
目标任务、制度设计、规范要求进一步落实
到工作各环节，努力推动形成更多具有特色
的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

在民主实践中实现人民意愿在民主实践中实现人民意愿
———大祥区人大常委会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综述—大祥区人大常委会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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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刘小幸 通讯员
唐芳艳） 10月16日上午，绥宁县县级人大代
表联络站举行揭牌仪式并开展第一次代表接
待日活动，通过面对面交流充分发挥好代表联
络站“听民意、答民情、解民忧”的阵地作用。

绥宁县人大代表联络站位于长铺镇大公坪
路，进站国、省、市、县人大代表43名。每月6日、
16日、26日为人大代表接待群众工作日。同时，
县人大代表联络站也将成为讨论、酝酿提交全
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建议的重要场所。

当天，接待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群众代
表积极畅所欲言，围绕当前基层治理中广泛关
注的问题和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提出自己的
想法和建议。进站履职的人大代表认真倾听，
给予细致解答，将群众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做了收集整理，确保群众意见建议件件有回
音、事事有着落。

随后联络站还组织驻站的人大代表前往
虾子溪社区、原木材检查总站家属楼、民族小
学公交车停靠点、县人民医院家属楼、药材公
司家属楼等地，针对群众代表提出的背街小巷
安装路灯、出行道路破损不平、下水道污水管
道堵塞、公交车停靠点交通拥堵等问题进行实
地调研，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将问题及建议及
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持续跟踪问题解决情
况，实打实地回应群众关切的难事、急事，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大代表联络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抓手，是深化履行职权、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实践基地。”绥宁县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主任石亮明表示，将依托人大代表联络
站，切实发挥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
用，把触角延伸到最基层，多倾听群众所思所
想,解决群众所需所盼。

绥宁县县级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我
们说要坚守耕地红线，这个红线
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质量上
的。”深耕土壤肥料和农技推广领
域多年的市人大代表顾新红认
为，要真正实现“藏粮于地”，首先
要有高质量的耕地。

“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
田”，就如何提升我市耕地质量，顾
新红建议，政府要紧紧抓住国家加
强耕地质量建设的机遇，积极争取

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土壤有机
质提升项目、秸秆还田项目、商品有
机肥补贴项目等；采取工程、农艺、
生物措施相结合，切实抓好我市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作；增施有机肥，提
高土壤有机质；开展种养结合、分类
施策，促进地力稳步提升。

为提升耕地质量，近年来，我
市相关部门积极争取了一批耕地
质量建设项目，始终坚持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提高耕地质量的重
要举措来抓，推进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升工作，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施
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增施有机
肥技术，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
效工作力度，积极推广新技术、新
产品、新器械。“仅2023年，全市就
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98个，建
成高标准农田37.53万亩，亩平粮
食生产能力提高100公斤以上。”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为促进种养结合，推动农业

高质量发展，我市积极争取绿色
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支持，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促进粪
肥还田利用。下一步，我市将严格
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及时总
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和推广
的机制模式，推动全市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促进粪肥还田。

“保证耕地质量，我们的粮食
安全才有坚实的基础。”顾新红表
示，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是一项
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它不像修桥
铺路那样有直观的成绩，也不可
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坚持不懈、
久久为功。

切 实 提 升 耕 地 质 量
筑 牢 粮 食 安 全 根 基

邵阳日报记者 刘小幸

为民履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