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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75载 铸就新辉煌

在川西高原的治理创新

中，一组组机制密码正将人大

代表的“金点子”转化为民生改

善的“金钥匙”。甘孜州以

“1376”代表接待日制度、“5+

N”代 表 建 议 办 理 机 制 、

“22333”工作格局为支点，构

建起“民意收集—办理提质—

成效转化”的全链条闭环体系，

将代表建议从纸面承诺转化为

落地实效，书写出民族地区治

理现代化的鲜活答卷。

“1376”：织密民意收集的
高原网络

让民声直达雪域帐篷。每月第

三个周日，在海拔 4500 米的石渠县

牧场上，藏汉双语的接访声打破高

原寂静——这是甘孜州人大常委会

创新的“1376”代表接待日制度：以

乡镇人大主席团为枢纽，固定于每

月第三个星期天，联动五级代表开

展接访，构建起覆盖高原农牧区的

民意“收集网”。藏语中“1376”谐音

为“心想事成”，既承载着对群众心

愿的美好期许，更诠释着人大代表

为民尽责的初心使命。这一制度将

民族文化寓意与履职实践深度融

合，让代表在每月固定日期走进牧

村帐篷、田间地头，以“零距离”接访

实现“民声直达”。

欠发达县域的破局之策。在甘孜

州海拔最高的石渠县，该制度催生了

“魏燕建议”的实践样本。作为四川39

个欠发达县域中基础最薄弱的地区，

石渠县面临GDP与省定目标差距显

著、经济结构单一等难题，2027年实

现“摘帽”任务艰巨。州人大代表魏燕

通过常态化接访，提出“构建产业园

区差异化政策体系、推行分类扶持与

考核机制、适度降低县级项目资金配

套比例”三项针对性举措，直指发展

痛点。这组镌刻在雪域高原的“破局

之道”，既源自人大代表深耕基层的

履职担当，更成为民族地区将代表建

议转化为发展实效的生动注脚，为石

渠在2027年实现发展能级跃升注入

关键动能。

46条民意转化为5项民生工程。

今年以来，全州代表通过接待日收集

意见46条，转化为建议10件，其中农

牧区安全饮水、乡村道路硬化等5件

建议已纳入政府民生工程。州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蒲永峰表示，该制度通过

与“双联系”活动、“直选代表述职

月”、民族团结进家庭进寺庙实践行

动等有机衔接，形成“收集、梳理、交

办、反馈”闭环，让“帐篷里的诉求”精

准转化为“政策文本的解题思路”。

“5+N”：破解办理质效的
系统密码

把建议办理“软任务”变成“硬指

标”。针对“重答复、轻落实，针对性

弱、办成率低”等痛点，甘孜州人大常

委会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

要求，构建“5+N”代表建议办理全链

条机制，从“严把关、明责任、畅沟通、

提质量、明奖惩”5大维度破题，叠加

“三维测评”“一把手述职”等创新举

措。今年 5 月，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与州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专项通知，

首次将“建议办成率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纳入量化考核，将建议提出、交

办、督办、评议各环节纳入制度化管

理，为建议办理工作立下硬标尺。最

新数据显示，2025年代表建议“A类

答复”（已解决或采纳）占比达 66%，

较三年前提升近8个百分点，实现了

从“答复过关”到“成效过硬”的质效

跃升。

800户居民见证的“幸福蝶变”。

以州人大代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

建议为例，甘孜州创新构建“部门联

动攻坚+专项资金整合”的协同治理

模式，凝聚住建、财政、民政等多部

门合力，统筹 1200 万元专项资金，

对 12 个老旧小区实施管网更新、道

路硬化、绿化提质等系统性改造工

程，直接惠及 800 余户居民。曾经困

扰居民多年的下水堵塞、路面坑洼

等“顽疾”得到根治，更通过加装电

梯、增设适老化健身设施等“微更

新”举措，让老旧小区从“设施陈旧”

蜕变为“功能齐”全的温馨家园。如

今，焕然一新的居民楼、绿意盎然的

休闲广场，正将代表建议转化为群

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礼包”，成

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雪域高原的生

动注脚。

78%建议转化为实景成效。“过

去愁下水堵，现在推窗见绿；过去爬

楼梯，现在电梯直通家门！”康定居民

卓玛的欣喜之语，恰似一把丈量民生

温度的标尺，折射出甘孜州78%的代

表建议转化率背后的实干成效。从海

拔4000米牧区流动医疗站的暖心服

务，到折多河清淤工程构筑的生态屏

障，全州已将代表建议转化为 37 项

政策文件、48 件民生实事，让“金点

子”落地成“好事实事”。州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甘孜州创新构建“三维

测评”立体化考核体系，通过从建议

人、主办单位、协办单位中各抽取

10%开展综合考评,以督查激励表彰

先进，用扣分约束鞭策后进，推动代

表建议办理从“文来文往”的程序性

回应，迈向“人来人往”的实质性解

决。同时，配套推行“办理结果满意

度”双轨评价机制，既聚焦建议落实

的实际成效，又重视群众口碑反馈，

实现办理质效从“答复过关”到“成果

过硬”的全面跃升。

“22333”：书写高原治理
的系统答卷

高位推动建议办理的“甘孜实

践”。“办好建议提案，是政府的法定

职责、应尽义务。”6 月 25 日,州人民

政府州长冯发贵在全州政府系统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

作推进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办理

好建议提案的重大意义，严谨细致

办好建议提案，确保事事有回应、件

件有着落。”为此，州政府将代表建

议办理列为年度重点工作，高位推

动、全力落实，创新构建“22333”工

作格局，即每年召开两次常务会专

题听取办理汇报，压实主体责任、为

民责任“两大责任”，健全一把手领

办、协作配合、督促问效“三大机

制”，落实办前沟通、办中协商、办后

回访“三见面”制度，提升办理进度、

成果转化、沟通服务“三大质效”，形

成“政策制定、项目落地、成效反馈”

的完整链条，以系统化举措推动建

议从“纸面”落到“地面”。

2.5 公里河道治理焕发生态新

颜。作为康定城区的“城市动脉”，折

多河近年受汛期洪水冲刷影响，河

道淤积问题日益严峻。2024 年监测

显示最大淤积厚度达 1.2 米，直接威

胁沿岸3万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切

实解决这一民生痛点，甘孜州创新

推行“局长·代表面对面”督办机制，

并邀请人大代表参与“徒步调研+方

案比选”现场办公，沿河道开展全程

勘察论证，精准制定整治方案。目前

已完成 2.5 公里河道清淤疏浚及生

态护岸建设，同步配套河岸绿植景

观带，既消除了汛期行洪隐患，又打

造出市民休闲新空间，将代表建议

转化为“水清、岸绿、景美”的民生实

景工程。“局长·代表面对面”机制的

常态化运行成效显著，部门“一把

手”与人大代表面商率提升至 50%，

成功破解跨部门协作难题 40 余件，

形成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高

效治理模式。

从机制创新到效能跃升。从石渠

牧场的接访帐篷到人大机关的测评

会场，三组数字机制共同构成人大代

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铁三角”，“1376”

筑牢民意根基，“5+N”破解办理瓶

颈，“22333”推动效能转化。如今，代

表建议不仅“声声有回应”，更实现

“件件见实效”，为民族地区深化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把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鲜

活样本。

从“三组数字”解码
代表建议落地的高原实践

◎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文/图

7 月 7 日，西南财经大学“川甘锦

乡”实践队与成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

体育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

会实践队相继走进巴塘县开展调研实

践。

当天上午，西南财经大学“川甘锦

乡实践队”开启“访产业高地，寻振兴密

码”调研之旅，深入巴塘县北部产业园

区，探寻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巴

塘模式”。

巴塘县北部产业园区地处县域北

部，距县城 34 公里、德达火车站 27 公

里，坐落于 G318 与 G215 交界点，交通

便利的区位优势为产业发展铺就了“快

车道”。

园区立足“果蔬肉药蜜”优势资源，

整合资金 7900 万元、盘活土地 122.6

亩，以“一心五园”（商贸中心为核心，联

动菌类、农产品、中藏药、畜产品、物流

五大产业园）的规划，打造农业产业融

合示范高地。

目前，园区内甲卓小麦全产业链开

发、3180山泉水扩产提质、综合食品生

产加工、中蜂欧盟有机标准化养殖生产

认证4个项目已全部投产，预计年内产

值超3000万元。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

红等方式，当地农民正持续分享产业增

值收益。

弦子悠扬，牵手舞动……同日下

午，成都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助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团与西

南财经大学“川甘锦乡”实践队的队员

们走进非遗活动中心探寻非遗。

“巴塘弦子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王扎西、巴塘县藏戏团团长西绕

吉村等本土文化守护者与两校队员们

畅谈文化，一同跳起弦子舞。

共青团巴塘县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未来，将以此为契机，与各高校

在产业振兴、文化传承、教育帮扶等领

域深化合作，推动实践成果转化为助力

巴塘发展的实际成效，共同书写校地协

同发展新篇章。”

兰思淼 川观新闻·甘孜观察 杨孟双

为促进跨区域幼教资源共

享，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日前，浙江省级机关滨江幼

儿园一行 8 人，在甘孜州泸定县

幼儿园通过展示课、说课研讨、

专题分享等形式开展送教帮扶，

为泸定县幼教“校联体”建设注

入新活力。

活动中，滨江幼儿园的教师

分别带领大、中、小班的小朋友

开展健康活动展示课。课堂以情

景体验为载体，创新设计游戏化

体育活动，生动诠释“幼儿是主

动学习者”的教育理念，展现游

戏化、生活化的教学策略，为泸

定县幼儿园教师明确“立足本

质、融合创新”的课程发展方向。

展示课后，滨江幼儿园的教

师围绕健康领域的核心经验，以

“自由、自律、自信”为主线进行

说课。课堂上“以儿童为本”的课

程设计模式，为泸定幼儿教师拓

宽教学思路。专题分享《健康的

玩耍》，阐释了“玩耍即学习”的

核心观点，深度解读幼儿游戏中

的健康行为，展示滨江幼儿园在

幼儿健康管理、习惯培养等方面

的实践成果。

此次送教活动既开拓了泸

定幼教工作者的教育视野，又搭

建起浙川两地学前教育交流桥

梁，全县学前教育工作将以此次

送教为契机，依托“校联体”模

式，把浙江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

方法辐射至县域各园所。

浙里甘孜编辑部

七月的巴塘县城老街，蝉鸣

和书声相互交融。在“浙里学

堂”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数十

名小学生围坐桌前认真书写，身

旁志愿者俯身指导。求知若渴的

专注，构成“浙里学堂”暑期里

寻常又动人的日常。

作为甘孜州首个探索“党建

引领+社会共建+社工主理”模式

的公益性邻里学堂，“浙里学堂”

自2022年启用以来，凭借“抬脚

就到、推门即学”的便利优势，迅

速成长为家长安心、孩子欢心的

“成长港湾”。数据显示，运营至

今学堂已开展教育活动472余场

次，招募志愿者1416余人次，惠

及青少年超10000人次。

该县团县委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巴塘县已组建起一支由 8

名持证社会工作者和 45 名涵盖

返乡大学生、退休党员等群体的

复合型志愿者组成的专业化服务

团队。下一步，团县委将锚定课程

体系深化建设，重点开发红色教

育、科技教育等特色课程，扎实推

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走深走实。

为持续提升服务质效，今年

7月，该县团县委联合县总工会、

文联将创新推出“嘻啵巴塘・

‘巴’适乐学”暑期爱心夏令营，

电子科大志愿者驻点开展课业

辅导，本土文艺工作者教授藏戏

艺术，既解决家长后顾之忧，更

让孩子们在实践活动中厚植家

国情怀。

据了解，目前“浙里学堂”第

二期建设正有序推进。未来，这

座知识的港湾将继续拓展，让更

多巴塘少年在知识的浸润中茁

壮成长，深切感受“中华民族一

家亲”的温暖与力量。

巴塘县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 近年来，得荣县白

松镇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积极打

造基层组织堡垒，着力增强基层

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

挥好党建的牵引作用，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推动跑出发

展“加速度”。

坚持党建领航，奏响大干快

上“奋进曲”。白松镇坚持党管人

才原则，把乡土人才队伍建设纳

入全镇人才发展总体规划。扎实

开展乡村班子运行情况调研分

析，坚持更高标准、更高要求选

优配强乡村两级班子，大力回引

优秀返乡创业人才、土专家、田

秀才进入村班子。今年以来，全

镇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比例达

99%，选优配强 17 名后备干部，

及时为村级干部队伍输入新鲜

血液。聚焦“学历+能力”双培育，

为15名村后备力量提升学历，着

力优化提升村后备力量乡村振

兴综合能力素质。邀请科技特派

员为村级干部开展技术指导 6

次，面对面解决葡萄种植难题，

形成乡村人才与产业互促发展

的良好格局。

夯实人才支撑，增强乡村

振兴“源动力”。该镇大力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择

优选派 26 名驻村干部到白松

镇，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聚焦驻村干部能力提升，结合

乡镇实际，围绕村集体经济发

展、防返贫监测帮扶等重点内

容，组织开展理论培训 2 次，业

务培训 3 次，素质提升课堂 10

余讲，持续为帮扶干部“充电提

能”。依据《得荣县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管理办法》细化考

核指标，将政策掌握、村情户情

“一口清”纳入考核，推动管理、

履职与群众评价挂钩，镇党建

办与镇纪委联合督查，今年已

开展 4 次督查，下发 5 次问效

单、1 期通报涉及 2 人次 。以人

文关怀和正向激励为抓手，落

实驻村工作经费、生活补助等

保障，开展谈心帮扶，增强驻村

干部认同感，激发其投身乡村

振兴的积极性与向心力。

挖掘自然资源，打造生态产

业“新名片”。强化党建引领，推

广“村党支部+特色产业发展”融

合发展模式，依托独特的光能资

源优势，由中国大唐开发建设的

四川省平均海拔最高的水光互

补项目——硕曲河去学电站水

光互补白松光伏二期项目正式

投产发电，标志着硕曲河流域百

万千瓦级水光互补清洁能源基

地完成最后拼图。此项目总装机

容量50MW，主变压器安装高程

4538米，是四川省运行海拔最高

的光伏电站主变压器。项目投运

后，与前期已投产的白松一期光

伏项目共同接入去学水电站，实

现水电和光伏的“打捆”送出，每

年预计可为电网提供清洁电能

超 15 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约

5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120.76万吨，充分满足约18万户

家庭全年用电需求，为绿色低碳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次仁拉错

校地协同成都高校走进巴塘

州人大代表魏燕（左一）入户调研走访。

浙川一家亲 共铸山海情

浙江省级机关滨江幼儿园到
泸定县幼儿园开展支教活动

累计服务青少年近万人次！

“浙里学堂”成“官方带娃新宠”

得荣县白松镇

以“党建+”模式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