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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西镇人大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力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和代表作用

人大视窗人大视窗

稻花飘香，绿意盎

然。近日，恩城至良西的

“四好农村路”旁，原本丢

荒的农田变成绿油油的

稻田，为公路两边的景致

增添一分绿意，让这里的

乡村游再度红了起来。

去年以来，在良西镇

党委的领导下，良西镇人

大紧紧围绕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找准人大工作与

基层治理的结合点，将人

大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

效能，将治理效能转化为

发展动能，在基层治理中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

和代表作用，贡献人大力

量。

文/图 吴健争 谭锦波 良人宣

良西镇坚持党建引领撂荒地整治，因地制宜创
新项目托管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形成“良西模
式”。其中，良西镇人大围绕党建引领撂荒地整治，
加强监督，为推动撂荒地复耕复种发挥了积极作用。

良西镇福坪村委会前有近33.33公顷的连片撂
荒地。该地块原为某项目用地，后由于大环境因素
变化、开发商资金周转困难、遭遇台风等影响，项目
开发停止，田地荒废，最终变成了撂荒地，租赁费也
没了着落。

福坪村人大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联系和接访群
众的过程中，众多农户纷纷向代表反映这一情况，希
望尽快解决田地租赁费等问题。农户们表示，该地
块已被整合，各农户的土地边界不清晰，且地块上有
其他附着物，自身进行种植的意义不大，迫切希望有
其他承租主体对该撂荒地进行复耕复种，增加村集
体和村民收入。

驻站代表将此情况反映给良西镇人大。良西镇
人大高度重视，依托“代表+联络员+数据库+项目”
建议办理模式，将此问题列入该镇人大民生问题数
据库，并以良西镇人大的名义，转交良西镇政府办
理。同时，多次组织代表到原项目现场进行视察调

研，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良西镇政府接办后，迅速制
定办理意见，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研究解
决方案。经多次调研论证，探索建立由9个村（居）
的经济联合社筹资组建公司，对上述地块进行统一
运营，推动撂荒地复耕复种，按村（居）集体占股比例
实行收益分配，打造一个能盈利、可持续的农业全产
业链项目。通过公司运作，争取政策扶持，盘活撂荒
耕地，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方案确定后，良西镇人大加强监督，组织代表深
入一线，积极主动出谋划策，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努力协助化解项目推进过程
中的矛盾和问题。在人大代表的合力推动下，福坪
村的撂荒地复耕复种顺利推进，目前已完成水稻种
植，为粮食生产打下基础。

“撂荒地复耕复种，既是对国家粮食安全政策的
贯彻落实，体现了良西镇党建引领撂荒地整治工作
的成效，也彰显了人大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责任、担
当和义务，推动代表建议办理机制进一步完善，提升
群众对人大代表的满意度。”积极参与推进该事项的
良西镇人大代表朱齐兴总结道。

以此为切入点，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良西镇

人大切实发挥监督作用。今年年初，良西镇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加强对政府预算
的审查，支持政府梳理涉及基层治理的各项资金、做
好资金统筹配置，确保基层治理工作经费落实。同
时，监督政府科学合理使用基层治理资金，保证每分
钱都花到刀刃上，力求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好的成
效。良西镇人大还组织召开农村厕所管理专题询问
会、镇政府城监管理工作政情通报会，围绕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代表约见镇长活动等，促进政府更好地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

在良西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和8个工
作专班架构成员中，人大代表有6名。同时，按照

“属地管理、统一调配、多元合一、一员多用”的原则，
61名良西镇人大代表全部进“网”入“格”，其中，9名
任镇、村网格长，52名兼职村级网格员。

8月4日，根据恩平市“我当一天网格员”活动的
部署要求，良西镇各级人大代表深入网格，积极参与
网格日常管理工作，了解基层治理相关情况。

人大代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开展实地
视察调研、“微心愿”圆梦慰问、专题监督等主题
活动，推动党委政府工作取得成效。此外，该镇
人大组建6支以人大代表为主要力量、共120人
的志愿服务队，下沉一线，在疫情防控、防汛防
风、应急处置、文明创建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

人大代表还积极参加“干部夜校”，结合实际进

行理论讲课；利用
“进村课堂”，深入农村一线，了解群众所想所需，收
集民生实事，切实为群众解决难题。

恩平市人大代表冯炯图表示：“作为一名人大代
表，我们既要深入基层一线参与工作，做好党委政府
与群众的‘连心桥’，又要积极参加学习，不断提升自
我修养，力争成为全能型人才，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打下基础。”

为进一步完善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
良西镇人大推动9个村（居）人大代表联络
站与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建站，延伸倾听民
意“触角”，切实让群众找得到人、说得上
话、议得成事。去年以来，该镇人大按照
代表联络站“三化”（标准化、规范化、常态
化）建设要求和“六有”（有场地、有人员、有
制度、有活动、有经费、有设备）标准，逐步

升级完善镇中心联络站和9个村（居）联络站，
均设站长和联络员，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全

部进站。

为进一步拉近代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根据良西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共治
共建共享的理念，良西镇人大在省、江门人大专项
资金的支持下，依托位于良西圩镇艺中街的原税
务大楼，着力打造良西镇新的人大代表中心联络
站，总使用面积达420多平方米。新的中心联络
站按照“六有”标准打造，是良西镇各级人大代表
学习交流、服务群众、收集意见的履职平台和“人
大代表之家”。去年，良西镇获授“江门人大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据悉，该镇计划在人大代
表中心联络站部分场地设立展厅，展示良西镇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要做法和有益探索。目
前，项目已完成总体设计，即将施工，预计年底前
交付使用。

良西镇各人大代表联络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建好“民意窗”，架好“连心桥”，在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中有效发挥阵地作用。

良西镇人大代表朱作平表示：“有为才有位，随
着人大制度建设日益受到重视，对人大代表的履职
要求也越来越高，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体察民意，做
好传声筒、发声器，做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下，良西
镇人大制度化、常态化开展为民服务，充
分发挥代表作用，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问
题，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独特的制度作用。

坚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创新落实“八阶段工作法”，即提请镇
党委把关定方向、人大出台相关制度、明
确政府参与项目可行性论证、广泛征集民
意、凝聚合力筛选议题、双向沟通的民主
审议、人大代表现场票决、后续监督问效，
深入实施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近年来，
人大代表票决出的19个民生实事项目，
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惠及群众2万多
人。如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项目，是良西
镇2021年票决产生的6大民生实事项目
之一，于去年11月动工，一、二期工程总
投资5400万元，目前工程已顺利完成，成
为新的“网红”景点。

落实代表接访制。该镇人大代表中心
联络站和村（居）联络站每月2次轮流安排
代表接访群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收
集群众身边的民生“微实事”，切实推动解决
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今年以来，代表
共接访群众800多人次，收集群众建议意见
70多条，均已基本得到落实，获得了群众的
好评。

落实立法议事制。依托福坪村代表联
络站，围绕《广东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草案
修改二稿征求意见稿）》举办立法议事会，使
基层立法建议更接地气、更顺民意。创新举
办了恩平市首场乡村振兴促进法宣讲活动，
有效增强基层干部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能力。

落实“双联系”制度。加强镇人大主
席团与代表、代表与选民群众的联系，广
泛收集群众建议意见。今年以来，通过

“双联系”制度，收集群众建议意见80多
条，已基本得到解决。

创新代表建议办理制度。探索“代
表＋联络员＋数据库＋项目”办理模式。
人大代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多渠道收集
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形成人大民生问题
数据库，然后以镇人大的名义定时转交镇
政府，由镇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负责落实。
承办单位对民生问题的办理情况向镇人
大办反馈，同时向代表进行答复，代表向
群众说明落实情况。通过此办理模式，今
年以来，良西镇人大共收集问题55个，其
中49个问题已解决，6个正在解决中。良
西镇人大还加强督办落实机制，强化事
前、事中、事后监督；推动“联合办理”机
制，对镇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如良西镇
政府暂时没有能力解决，推动向上一级

“发声”。

苏国荣深耕信访工作二十六载

生动诠释为民情怀“只要用心服务，群众

都能感受到。”近日，获国

家信访局颁发“从事信访

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荣誉

后，恩平市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四级主任科员苏国荣

这样总结自己过去26年

的信访工作。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吴健争

26年来“零投诉”
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在接待信访群众方面，苏国荣颇有心得：
“我们接访群众，首先要让群众将情况讲出
来，把心中的疑惑、不快表达出来，耐心倾听
群众的心声，然后再依法依规讨论具体问
题。”他表示，可能未必每一件信访件都能得
到圆满解决，但只要信访工作者做到心中有
民、心中有责，工作质效上去了，群众的怨气
就下来了。

对于每一宗信访件，苏国荣都用心用情去
解决，以真诚的态度和专业的水平，获得了群
众的高度认可，26年来信访服务“零投诉”。

处理4300多件信访件
手写过百万字卷宗

1996年起，苏国荣进入恩平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室工作，负责人大机关的信访业务。“信
访件最多的一年，有400多件。”苏国荣说。在

苏国荣展示的登记本上，记者看到，26年来，
他经手了4300多件信访件，每一件，他都一丝
不苟地做好记录。多年来，苏国荣一直保持手
写卷宗的习惯，所写卷宗超百万字。

为做好本职工作，苏国荣认真加强对《信
访工作条例》的学习。谈起信访相关业务，他
如数家珍。对于26年来的信访工作，苏国荣
总结出两条经验。

首先，要注重学习。打铁还需自身硬，业
务素养是做好工作的首要条件，苏国荣放在桌
面的《法律法规全书》《人大信访工作手册》已
经有点陈旧，这是他工作时经常翻阅的两本
书。

其次，要多向老同志请教。老同志的经验
很宝贵，多听有益。此外，曾经在基层派出所
任职的经历，对苏国荣做好信访工作也有很大
帮助。“当民警时，我们都是‘万金油’，需要处
理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这种基层工作经
验，对我后来的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
用。”

以撂荒地整治为切入点
发挥人大监督作用1

积极主动进“网”入“格”
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升级改造代表联络站
发挥人大阵地作用

围绕基层治理新格局
发挥人大制度作用

▶26年来，苏国荣一直
坚持手写信访卷宗。

在良西镇人大代表的助力下在良西镇人大代表的助力下，，撂撂
荒地变成良田荒地变成良田。。

人人大代表走进田间地头大代表走进田间地头，，了了
解群众需求解群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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