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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人大代表联络站数据分析报告(摘要)

为更好推动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管用”全面提质

增效,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通过走访调研、数据分

析等方式,细致梳理当前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基本情况、

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对策。

  一、各区县市人大代表联络站数据分析

(一)芙蓉区。共13个代表联络站,每个街道设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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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代表联络站。每个代表联络站人数在15~32人范围,

各层级代表搭配较为合理。(二)天心区。辖区14个街

道,共28个代表联络站,每个街道设有1个街道代表联络

站、1个特色代表联络站,街道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数在

14~28人范围,特色代表联络站为5~7人。(三)岳麓区。

辖区17个街道、2个镇,共39个代表联络站,除莲花镇有

3个代表联络站外,其余每个街道(镇)均设有2个代表联

络站,驻站代表数在5~47人范围。(四)开福区。辖区16

个街道,共18个代表联络站,每个街道均设有1个代表联

络站,此外还有王家垅人大代表联络站、金鹰社区人大代

表联络站2个特色站,驻站代表数在15~23人范围,特色

站王家垅、金鹰分别为23人、7人。(五)雨花区。辖区12

个街道、1个镇,共40个代表联络站,每个街道设立1个街

道中心站及2个特色站,驻站代表数在4~49人范围,有

10个联络站驻站代表在10人以下。(六)望城区。辖区

11个街道、5个镇,共27个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数在5~

26人范围,镇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数在17~97人范围。

(七)长沙县。辖区13个镇、5个街道,共18个代表联络站

(中心站),每个街道(镇)一个。18个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

数在17~128人范围,其中13个代表联络站驻站人数在

60人以上。(八)浏阳市。辖区4个街道、27个镇、1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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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16个代表联络站,其中在经开区设有1个联络站,同

时据了解每个街道(乡镇)均设有一个代表活动室,大部分

联络站驻站代表数在20~40人区间。(九)宁乡市。辖区

4个街道、21个镇、4个乡,有1个代表之家、251个代表联

络站。代表联络站设立原则为在街道设1~3个联络站不

等,驻站代表数在3~109人范围。

  二、全市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管用”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建设标准不统一。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文

件要求,代表联络站建设“以乡镇、街道为主体,社区(村)、

选区、片区、园区、行业、产业链为延伸”,目前各区县(市)

基本能够做到,但在建设标准上仍存在差异,主要有:布局

标准还未一致。街道方面,有的只设立了一个代表联络

站;有的分片区设立了1~3个代表联络站;有的设立了一

个中心站下设若干特色站。乡镇方面,有的按片区设立代

表联络站,有的在选区、村(社区)设立代表联络站。驻站

人数差异较大。根据代表联络站原则上每月开展活动1

次的要求,各代表联络站人数应在10-50人为宜。但通

过数据统计,驻站代表在10人以下的代表联络站还有不

少,有的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过多超过50人以上,这种情

况也不利于整体管理。资源重点倾斜突出。通过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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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实地调研发现,各区县(市)人大常委会往往注重在行

政区域内打造几个重点代表联络站,形成“特色”“品牌”,

将运行经费、国省市代表资源、领导干部资源进行集中倾

斜,其他代表联络站则没有过多关注,往往任由街道(乡

镇)人大自行建设。

(二)责任落实不到位。从调研的情况看,各代表联络

站之间工作开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仍有一些代表联

络站处于“空转”的状态。通过暗访发现,少数代表联络站

没有正常运行,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落实不到位。据基层

反映,绝大多数的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兼有

不少其他工作,花在人大工作方面的时间和精力不到三分

之一,这导致第一责任人对代表联络站“重建轻管”,存在

组织领导弱化、活动指导淡化、工作督导虚化等现象。有

的代表联络站站长由于履职积极性不高、履职能力不强或

本职工作较忙等原因,为联络站的活动策划思考得不多,组

织活动的次数很少,甚至存在为应付任务而组织活动的现

象。有的驻站代表重身份、轻履职,存在当“举手代表”“隐身

代表”的现象,经常以工作忙、事务多为由不主动参加活动。

(三)作用发挥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代

表主动进站不够。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安排,全市

8700余名五级代表均已进入到代表联络站,国省市三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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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已实现网上代表联络站进站率100%,但从后台统计以

及实际调研发现,少部分代表仍未真正进站。网上代表联

络站进站登记往往是由工作人员录入,甚至还有些代表担

任三年都不清楚自己驻哪个代表联络站。从调研来看,非

职务代表进站情况比职务代表进站情况较好,真正实现

“全员进站”还很不容易。二是功能定位不清。实际调查

发现,不少代表联络站功能单一、活动单调,往往是由街道

(乡镇)人大不定期组织活动,日常没有工作计划,对一年

活动如何开展目的不明确,主题不集中,缺乏计划性、系统

性、执行性。三是活动特色不强。调研中发现,虽然代表

的基本信息已经做到上墙公开,但有的站长、联络员对基

本信息之外的其他信息了解得不多。活动缺乏特色,吸引

力不强,出现群众“冷场”的情况。

(四)监督约束不过硬。代表进站履职有明确的要求,

但对从未参加活动的代表缺乏相应的监督措施。各区县

(市)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定,对代表开展工作和参加活

动作出了相应要求,有的还开展了示范性代表联络站评

选,但往往只能根据硬件设施条件和人大相关领导、相关

委室推荐,对代表联络站的量化评价、对驻站代表的监督

约束无法真正落实到位。实际操作中,人大代表一经当

选,受到选民或选举单位的制约和监督“较软”。“隐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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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举手代表”该如何退出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代表履

职登记等配套制度和代表履职量化约束机制还需进一步

完善,对群众意见问题的收集、提交、解决与反馈程序还需

进一步规范,代表反映意见处理反馈保障约束机制还需进

一步健全等。

  三、高质量推动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管用”的建议

为认真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有效落实

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管用”工作要

求,切实发挥人大代表联络站功能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1.科学布局、统一标准。坚持代表联络站“以乡镇、街

道为主体”的建设原则,街道以片区为划分设立1~3个代

表联络站,有条件的可设置特色代表联络站、经开区(园

区)代表联络站;乡镇设立1~4个中心站,在偏远村(社

区、选区)可设立分站;代表联络站驻站代表人数要求10

人以上、50人以下,超过20名驻站代表的联络站要求内部

划分特色代表小组。

2.优化驻站代表配置,加强队伍建设。合理分配省市

县领导干部代表资源,原则上一个代表联络站县处级以上

职务代表不超过2名、省市代表驻站总数不超过5名,确

保驻站代表结构、层次搭配合理。开展专题培训班,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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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以及代表联络站站

长、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全面提升组织协调能力以及

履职水平,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落实规定要求,每月开展活动。各代表联络站坚决

落实省市县三级人大常委会关于人大代表联络站“建管

用”相关规定,坚持完善各项制度和运作机制,制定年度工

作计划,将各项要求落实落地。各区县(市)人大常委会代

表工委建立代表联络站站长微信工作群,邀请市人大常委

会代表工委领导入群,指导督促每月开展代表活动。

4.完善激励机制,每年建设示范站。打破代表联络站

活动经费平均分配原则,全市170个街道(乡镇)的代表联

络站活动经费进行适当调整,采取申报制的形式每年建设

10个市级示范性代表联络站,每个示范性代表联络站活动

经费进行重点倾斜。

5.强化指导监督,推动工作实效化。由市人大常委会

代表工委牵头,组织各区县(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对代

表联络站实际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督导,每年对全市代表联

络站“建管用”出具工作通报,推进全市代表联络站实效运

行、作用发挥。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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