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委员，非常感谢您帮忙卖菜，要不我
家的菜就要烂在地里了。”近日，河南省漯河
市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独臂二级伤残菜农薛进
伟将锦旗送到了杨合兴委员工作室。由于市场
销路不畅，薛进伟种的50亩蔬菜卖不出去，
他找到杨合兴寻求帮助。杨合兴了解情况后，
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平台，召集人员帮忙
联系销路，10天内卖出10多万斤，解决了薛
进伟的燃眉之急。这是郾城区政协组织委员利
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平台服务群众的一
个缩影。

为不断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
接，打通基层协商“最后一公里”难题，郾城
区政协着力搭建“有事好商量”协商服务平
台，明确副主席牵头负责，制定方案，强化措
施，逐一抓好推进落实，重点在寻求共识、阵
地建设、营造氛围、协商议事上下功夫。

在工作推进过程中，郾城区政协坚持“党
政点题、群众出题、政协荐题、社会征题”的
原则，邀请群众代表、社会各界人士和有威
望的乡贤，针对基层群众普遍关注的就医、
上学、就业、矛盾纠纷化解、基础设施建设

等问题，采取“委员之家+委员工作室”
“会场+现场”“集中+分散”的开门开放协
商模式，进行协商办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搭
台、多方参与”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格局。

目前，郾城区政协共搭建“有事好商量”
协商平台18个，其中以弘扬传统文化、普及
书法艺术为特色的潘迎军委员工作室，以社会
化服务“一老一小”为特色的“李素娥委员工
作室”，以传播红色文化为特色的“杨合兴委
员工作室”，在全市打响了品牌、赢得了好
评。今年以来区政协共召开协商会议52次，

推动解决群众实际问题36个。郾城区“有事
好商量”协商品牌扎根于基层，已成为推进协
商议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我们居住的这个老小区屋顶漏水多年，
今天终于解决了。”这是郾城区沙北街道“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小组围绕“共建共治旧小
区、共创共享新家园”主题开展协商议政时的
一幕。小区居民、物业公司、房管部门等多方
代表参与，就老旧海河小区屋顶防水改造材质
使用多次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解决了屋
顶漏水的老大难问题。

“我们在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活
动时十分注重协商实效。”郾城区政协副主席

滕宝成向记者介绍说，按照“规范不繁琐、简
便不简单”要求，郾城区政协着力优化“商”
的程序，丰富“商”的形式，从协商原则、议
题确定、协商流程、工作机制等方面规范“有
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小组活动，使协商过程科
学合理、有章可循，实现协商议事活动规范性
与高效性并行。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郾城实际，聚焦主责
主业，突出打造具有郾城特色的‘有事好商量’
品牌。”区政协主席朱俊峰表示，今后将努力使
协商平台更接地气、协商机制更加完善，在服务
发展大局、助力民生改善、提升基层治理等方面
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8个协商平台畅通“最后一公里”
——河南漯河市郾城区政协协商议事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勇 田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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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黎明黄昏，每每看到白于山圆圆的山
峁，我的内心都会回响起对组织的承诺、对大山
的承诺、对群众的承诺……”面对着眼前静寂的
山峁，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政协委员魏仓杰说道。

魏仓杰投身乡村振兴的故事要从两年多以前
说起。2021年7月，魏仓杰从县住房保障中心来
到位于白于山区东南腹地的新安边镇，成为新安
边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这段时间里，他同村“两
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班子一
起，用真心聆听百姓心声、用耐心服务百姓难
处、用细心为百姓办事，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广泛
赞誉。今年8月，他被表彰为陕西省定点帮扶先
进个人。

脚下有泥，心中有底。魏仓杰从小在城市长
大，驻村前有些担忧，怕自己经验不足做不好农
村工作。来到新安边村后，通过与村“两委”班
子、驻村工作队员与村民一次又一次的走访接
触，魏仓杰很快明确了工作目标，那就是以“党
建+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农户”为产业发展模
式，引导群众积极参与联合社的发展，将联合社
的发展从“输入型”模式转变为“自给型”模
式，从而释放出乡村振兴产业经济发展的潜力。

当村民王富拿着自己的“股权证”来到村委
会领取分红后高兴地说：“作为村经济联合社的
股民，年度分红已经成为我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
分，今年的分红，魏书记建议我用一部分钱改善
家庭的生活条件，购买一些必需的家庭用品，剩
余的一部分，加大农业种植的投资，增加土地的
产出，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

在每一次的入户走访中，魏仓杰还会带上他
的“工具”。“小魏刚到我们村时，比较腼腆，不
爱多说话，可是心很细，他看到中老年村民到镇
上理发不方便，便在入户时为村民理发，慢慢地
通过这种方式，村民有啥事都爱找小魏聊一
聊。”村民高柱东说。原来魏仓杰带着的“工
具”是理发推剪。在魏仓杰看来，理发事虽小，
却解决了很多人的“烦心事”。驻村工作的开展
关系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魏仓杰说，他就是
想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出发点，尽心尽力做好
每一项细微工作，让民众看到生活中的点滴改
善，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新安边村共有281户村民，常住户130户，
冬季供暖基本上都采用煤炉取暖，煤烟中毒隐患
和风险非常高。魏仓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
了保证每户村民都能安全过冬，魏仓杰充分发挥
政协委员作用，向县政协提交了《关于为新安边
村村民安装煤烟报警器》的社情民意信息，县工
商联对这份社情民意信息非常重视，协调企业捐
助1万多元为新安边村常住村民安装了煤烟报警
器，并由专业人员入户发放讲解使用方法，消除
了群众取暖一氧化碳中毒隐患，这件事让村民们
打心底里更加信任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小厕所，大民生。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厕所
不是什么大事情。但魏仓杰却认为农村老百姓的
卫生问题是做好全民卫生健康工作的重中之重。
虽然全村新建并投入使用了108个卫生厕所，但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上厕所的问题。由于老
年人腿脚不灵便，为了上厕所都制作了简易坐便
椅，但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经过驻村工作队多
方协调，在定边县残联的大力支持下，为村里的
11位残疾老人申领了新的坐便椅。

“ 舍 不 得 你 走 。”“ 常 回 家 看 看 ， 魏 书
记。”……两年的驻村工作结束了，一句句告
别，一次次拥抱，朝夕相处的第一书记离任，让
村民们依依不舍。魏仓杰的眼眶红了又红，一遍
遍地叮嘱送别的村民今后生活所需要注意的具体
事项，并说道：“我驻村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新
安边村永远是我的家，我希望我们村发展越来越
好，家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大家今后遇到什么
困难还要来找我……”

从“驻村”到“助村”，魏仓杰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扛起了驻村帮扶的重任，用心用情讲
好了一名政协委员扎根基层的履职故事。相比两
年前刚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魏仓杰也显得更加从
容自信，他说：“百姓心中都有杆秤，只要对村
民付出真心真情，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问题，就
会赢得群众的好口碑，这样，工作才没白干！”

脚下有泥
心中有底

——记陕西定边县政协委员魏仓杰
本报记者 路强 通讯员 杜尚璟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过程
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政协秉
持全局思维、系统观念，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同心共建现代化新松潘”
专项行动为抓手，大力弘扬革命文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凝聚了奋进之力。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松潘
县政协主席马骞。

记者：在深入开展“同心共建现代化四
川”专项行动中，松潘县政协的着力点是
什么？

马骞：“同心共建现代化四川”专项行动
是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共同参与
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松潘县广大政协委员聚
焦中心工作履职尽责、展现作为，为奋力写好
现代化新松潘篇章贡献政协智慧的重要平台；
是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作用，为奋力写好现
代化松潘篇章凝聚强大力量的重要载体；是用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奋力写好现代化松潘

篇章厚植群众基础的重要抓手。
我们松潘县，自古以来就是以藏、羌、

回、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民族风情独特
浓厚，历史脉络源远流长，红色文化光辉
灿烂。

今年以来，我们以奋力写好现代化新松潘
篇章为主攻方向，以服务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为使命担当，紧扣县委中心工作，以着力
推动产业松潘、文化松潘、生态松潘、平安松
潘、幸福松潘“五个松潘”建设专项行动见行
见效为着力重点，谋划开展了多项顺应时代要
求、彰显政协担当的专项履职活动，在为实现
县委政府确立的目标任务过程中，展现了“政
协味”、贡献了“政协力”。

记者：松潘县政协开展“同心共建”的优
势和具体举措有哪些？

马骞：“同心共建”，首要是“同心”，关
键在“共建”。委员是政协履职的主体，我们
认真落实全国政协和省政协委员读书活动工作

部署，创新活动机制，丰富学习载体，不仅推
动委员以读书强本领、促履职、聚共识，而且
面向社会积极传播共识，在群众中凝聚团结奋
进的共识和力量。

在县政协机关每周定期开展的集中学习会
上，永远有一个固定议程，就是“一人一书，
一月一讲”的读书分享。从 2022 年开展至
今，来自各行业的政协委员各展所学，有结合
自身工作经历谈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体
会的，也有对包含历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
知识的分享。同时，我们还打造了“书香政协
读书厅”，创建了读书微信群，举办“政协大
讲堂”专家讲座，组织专题读书会特色开讲，
开展“线下+线上”读书交流活动，实现了学
习全方位、不断线。今年初，我们在全体委员
当中开展了党建知识竞赛，政协各联组踊跃参
加，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书香政协建设的
成果。

围绕幸福松潘建设，我们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点解决市县政协基础工
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的问题”重要指示要
求，在全县各乡镇设立了政协委员联络站，下
沉委员，实现了政协委员在基层制度化、规范
化、常态化履职。目前，各联络站在县政协的
指导和委员们的主动参与中，已建设成为委员
学习的主阵地、民主共事的大家庭、建言献策
的聚智处、凝心聚力的温馨园、服务群众的联
系站。

实践中，委员们依托“松州议事会·有事
来协商”平台，深入开展“两联一进”群众工
作，深入乡镇、农户家中，走进田间地头，零
距离、面对面，为民排忧解难。仅今年上半
年，就围绕平稳供暖，进一步破解全县青年在
就业创业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强进安镇老
旧小区管理、古城小黄车管理等展开协商，卓
有成效地解决了一批事关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受到了党委政府、
人民群众的一致称赞。

弘扬发展“主旋律”奏响团结“和弦曲”
——访四川省松潘县政协主席马骞

本报记者 韩冬

今年广东省委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以来，茂名市高州市社会各界反响热
烈，参与支持“百千万工程”成为当前高州人履
行社会担当的“新风尚”。其中，高州市政协鼓
励引导政协委员大胆尝试创新，不断探索实践
出符合高州实际的富民兴村路，带领高州人民
增收致富，以实际行动助力“百千万工程”。

一直以来，高州市政协已有不少委员立足
本地、支持家乡发展。“百千万工程”的实施
更是把政协委员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推向了高
潮。从8月起，高州市政协陆续对在助力“百
千万工程”中敢想敢试敢闯敢干的10多名政
协委员，对其开办的企业授予“高州市政协委

员助力‘百千万工程’探索实践基地”称号，
支持和鼓励其继续发力，为“百千万工程”贡
献更多力量。

何达为委员大学毕业后，毅然放弃大城市
的优渥条件，返乡经营农业，专注高州本土特
色农产品的种植、流通、加工、研发等工作。
今年以来，他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继续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带动荔枝龙眼种
植户达到2600户，荔枝龙眼种植面积达5300
多亩，直接供货娃哈哈集团、北京同仁堂、好
想你等知名厂家1700多家门店，进入华润万
家、大润发等大型商超销售，直接带动农户年
增收600多万元，成为联农带农富农的一面

旗帜。
苏柏成委员在助力“百千万工程”中，

带领金山街道村民建设荔枝、龙眼、桑葚种
植基地，肉鸡、蛋鸡、罗非鱼养殖基地，打
响了“绿标鸡”“荔乡凤”两大特色品牌。
羽鸡年产量达 380 万只，年产值超过 1 亿
元，每年直接为农户创收 2000 多万元。今
年他在“扩链延链”上大胆创新实践，结合
种养优势和现代农业消费习惯，打造餐饮消
费端，在高州市城区投资多间“荔乡凤”餐
厅火爆出圈。9月初“荔乡凤”品牌又强势
进驻高州市根子镇柏桥农创园，建设柏桥

“荔乡凤”餐厅总店，是高州市政协委员在

全产业链上助力“百千万工程”敢闯敢试又一
生动实践。

黄全委员以市场为导向，以“委员探索实践
基地”为载体平台，在热带亚热带作物优质品种
开发、种苗繁殖、产品加工、示范推广等方面大
胆探索创新，为当地和周边省、市、县农业企业
和种植农户提供优良品种、优质种苗、优秀技术
服务。他的“百千万工程”探索实践基地总面积
100多亩，以现代产业园的方式建造、运营，以
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为核心，聚焦种子资源，每年
繁育香蕉、蜜柚、蔬菜、瓜果、菌草、铁皮石斛
等众多品种，年产种苗量可达5000多万株，年
产值5000多万元。黄全委员表示，基地将进一
步延长生产链，培育种、产、购、销一体化的合
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在助力“百千万工
程”中贡献农业科技力量。

在高州，像何达为、苏柏成、黄全这样有理
想有魄力有担当的政协委员不胜枚举。在全力贯
彻落实广东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中，高州市、镇、村
呈现一片想干事、争干事的热火朝天景象，高州
的基层、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将会迎来更多的政
协委员、更多的年轻人在此施展才能、打拼
奋斗。

写好“百千万工程”大文章
——广东省高州市政协“委员探索实践基地”履职记事

本报记者 揭春雁 通讯员 冼明阳

青岛城阳区政协按照“一个统领、
多项功能、丰富内涵、发挥作用”工作
思路，高标准建设天安数码城“界别同
心汇”，广泛汇聚经济界政协委员、民
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力量，
助力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我们园区拥有大量的民营企业、
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优秀代表人士，
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比较集
中，为了将这一群体凝聚起来，我们在
区政协的指导下升级打造了‘界别同
心汇’，通过这一平台，可以更好地开
展各类活动。”天安数码城“界别同心
汇”牵头委员、青岛天安数码城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何绪亭介绍道，“界别同心
汇”把联系新的社会阶层、服务经济发
展作为履职重点，联系10余个社会界
别、2000 余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辐
射10余万界别群众。

天安数码城“界别同心汇”在招商
中心创新设立群众接待室，将团队成
员每 2 人分为一组轮流值班，每周三

下午定时接待界别群众、走访联系的企
业，与有需求的群众、有问题的企业人员
充分深入交流，及时了解情况，促进问题
解决。今年以来，先后收集社情民意 35
条，解决企业难题 3 个，社情民意“小信
息”发挥出服务群众“大作用”，“界别同
心汇”的“小窗口”变成助力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舞台”。

“在建设、运用‘界别同心汇’的过程
中，探索形成了‘351X’工作机制，即坚持

‘面向新阶层人士、面向统战群体、面向界
别群众’，采取‘定期接待、主题宣讲、走访
调研、线上交流、五个联系’5种方式，每
次聚焦1个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履职。”
城阳区政协委员联络活动工作办公室主
任管宴松介绍，“界别同心汇”充分发挥
专家多、技术强、信息广、思路活等优势，
组织政协委员、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界
别群众在“界别同心汇”平台精准建言、
献计献策，紧扣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等视察调研、热议广议深议，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青岛城阳区政协：汇聚界别之力
本报记者 陈小艳 通讯员 陈笑蔚 徐劼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政协委员积极致力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绥县政协委员积极致力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扶绥壮族采茶剧的挖掘—扶绥壮族采茶剧的挖掘、、传承传承
和发扬和发扬。。图为县政协委员图为县政协委员、、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采茶剧传承人姚文在学校传授壮族采茶剧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采茶剧传承人姚文在学校传授壮族采茶剧。。（（蔡碧媛蔡碧媛 摄摄））

广西扶绥县政协广西扶绥县政协：：非遗文化进校园非遗文化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