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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 190个老旧小区。主
要是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
质量。涉及 8个县（市、区），其
中市主城区 68个，汾阳 43个，
孝义33个，文水、交城各15个，
临县7个，石楼5个，交口4个。

对 330 台使用 15 年以上电梯进行
安全评估。主要是通过安全评估，为电
梯安全监管提供依据，为更新、维护、改
造提供参考，解决电梯“老龄化”问题。
全市在册登记且运行达到 15年以上电
梯共330台，涉及10个县（市、区），其中
离石137台，孝义 150台，中阳 17台，柳
林10台，文水7台，方山3台，兴县、岚县
各2台，交口、石楼各1台。

扩大农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补贴范
围。主要是提升农业风险防范能力，稳
定农户基本收益。在中央和省对小麦、
玉米、水稻、大豆完全成本保险补贴的基
础上，扩大补贴范围，对未覆盖的谷子、
高粱、油料、马铃薯等农作物，市财政补
贴 50%、县财政补贴 35%，农户自缴
15%。其中，拟补贴谷子 45万亩、高粱
30万亩、油料4万亩、马铃薯40万亩，推
动农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覆盖率达到60%
以上。

实施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 250 万亩。主要是
支持农业现代化转型，在
中央和省补贴基础上，市
财政每亩再补贴 3元，推
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提
质扩面。

为 2026名困难失能老人免费安装智
能护理床。主要是改善老年人居家养老
条件。经摸底调查，全市低保家庭失能老
人、特困对象失能半失能老人中，共有
2026人有智能护理床需求，涉及 13个县

（市、区），其中临县995人，兴县221人，文
水 154人，汾阳 117人，柳林 104人，石楼
72人，岚县 70人，离石 62人，中阳 57人，
孝义52人，交城51人，方山44人，交口27
人。

【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新时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也是推动民生实事项目

由过去的“政府提、政府办”转变为“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的关键举措。吕梁市首次将这一制度引入市
级层面，标志着民主政治建设迈入新阶段。通过人大代表票决民生项目，不仅凝聚了民意、汇聚了民智，
更让每一件民生实事的实施都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本文以吕梁市市级层面首次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为主线，回溯制度源起、总结县乡试点经验、记录市级启动的生动场景，展现吕梁市人大常
委会以民主之力托举民生福祉的探索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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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市级层面首次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

让“民生”跟着“民声”走
□ 本报记者 梁英杰

民生实事办哪些、怎么定？人大代表票决说了算。2 月 21
日，在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成为会议亮点——随着全市

300多名人大代表的选票落箱，对市政府提交的 7项为民办实事

候选项目进行投票，差额票选出 2025年度吕梁市人民政府 5项民

生实事。

这是吕梁市首次在市级层面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

决的场景，参会的市人大代表以手中的选票，将群众最迫切的期

盼转化为法定责任，推动市政府精准地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县乡试点到市级启动，吕梁市人大常

委会用两年时间完成了这一制度的本土化探索，把一件件人民群

众的急难愁盼嵌入制度体系，让“群众提、代表决、政府办、人大

评”的全链条民主实践在吕梁大地落地生根。

源起：制度破题的民主基因

办好民生实事项目，是市政府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

兜牢民生底线、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过去，市政府确定了

当年年度要办好的民生实事项目后，便会直接将其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提请人代会由人大代表审议，审议通过后就着手办理。今

年，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却增加了新的一

环——由人大代表现场票决，“拍板”哪些事项能成为民生实事项

目。

为何要这样变？

吕梁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绝非偶然，而是

顺应新时代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定为中国式现

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

人民当家作主”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吕梁市委全面

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大力支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

行职权，2022 年召开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并出台《中共吕梁市委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2023 年实

现全市乡镇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全覆盖，并在市县两级人

大试点推行”，为我市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指明

方向。

为了让民生实事项目的决定和实施更加贴近老百姓的诉求，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按照市委人大工作会议部署，积极探索推行民

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在学习借鉴省内外市县有关代表票

决制先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吕梁市实际，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专门会议，对市委常委

会安排的孝义市、临县试点推行和全市 136个乡镇全覆盖开展代

表票决制进行全面部署。这一举措为我市开展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年复一年的票决中，这项制度

也日益完善，票单上通过的项目顺利转化为一个又一个暖民心的

行动。

这便是吕梁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最初的模样。

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市 12个县（市、区）、98个乡镇先后

实施了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孝义市通过代表联络站

点征集候选项目、交口县健全“流程过程测评三个机制”、石楼县

实施“看听评督联五位一体”等做法，为今年市级层面推行代表票

决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今年以来，为推动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决策与群众需求精准对

接、高度融合，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吕梁

市委出台了《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意见》，吕

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认真做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的决定》，将民意征集机制、审议票决程序、监督评议机

制等进行规范，进一步完善了我市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工

作制度，确保实施的民生实事项目能切实地反映民意、惠及民生。

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破解“政府干、群众看”的困局。吕梁市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刘润平说道：“票决制不是简单‘投票了

事’，而是构建了人大监督权与决定权的联动机制，让民生项目从

立项到验收始终处于民主监督之下。”

试点：县乡两级的破冰实践

“以前是墙体脱落，地面坑坑洼洼不平，雨水、污水、臭水经常

到处横流，人们对这种生活非常的厌倦。自从 2023年五月份改

造之后，外墙加装保温，楼顶做了防水，地面全部混凝土硬化，污

水雨水管网全部换成新的，楼道墙壁重新粉刷，整个小区焕然一

新，确实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

孝义市中广小区居民程万生口中的民生工程就是孝义市

2023年人大代表票决出的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实施覆盖 4182户

居民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

民之所需，行之所至。为使民生实事项目最大限度地

体现民意，集中民智，推动民生实事更好地从

“为民作主”到“由民作主”。孝义市

人大常委会不断拓展民

意征集路径和渠道，利用政府网站、人大微信公众号、智慧人大等

平台征集项目意见建议；组织政府部门、驻乡镇站所领导进代表

联络站（点、岗）开展联系接待选民主题活动，与代表、群众面对面

交流关于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的意见；向全体选民发放民生实事项

目意见建议征集表，广泛收集各方面意见建议，充分了解群众的

所需、所愿、所急、所盼，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建

议者、决策者、监督者、评判者。

2024 年，孝义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票决选出的民生实事项

目中，老旧小区改造、新增公共卫生间、增设垃圾分类收集点、农

村电网改造、市政燃气管道更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造提升等

6个项目便是来自网络平台和基层单元征集。

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从政府“为民作主”到实事“由

民作主”，当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来到临县，更是广受群

众好评。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每天早上六点多，临县长跑协

会的会员们就在湫河公园健身步道上开始了晨练。会长高海宇

介绍，长跑协会之前跑步的人比较少，自从湫河公园的跑道重新

铺设好之后，不仅变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为了我们广大

跑友运动的一个好去处，越来越多的群众也加入到了跑步的行列

中。

临县湫河公园健身步道建设是临县 2023年票决确定的十件

民生实事项目之一，不仅提高了临县体育公共服务水平，还为广

大市民提供了优质的健身场地，形成了全民运动氛围。

在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过程中，为使民生实事

项目最大限度地倾听民声，体现民意，汇聚民智民心，临县坚持广

开言路、问需于民，扎实做好票决工作的“第一道关口”，2023 年

依托政府门户网站、临县发布、湫河之声等平台以及人大代表联

络站点，征集到各类意见建议 101件。临县人大常委会为推进票

决出的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还将县人代会票决出的 10件民生实

事，列入监督工作计划，按照一组一项目的标准组织 10个监督小

组，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走访调研等方式全程跟踪监督，让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真正成为现实。

孝义市、临县试点是吕梁市县乡两级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

代表票决制工作的缩影。

2023年，孝义市、临县、汾阳市、石楼县 4县市开展县级层面

的代表票决制，共征集项目原件 1000余项，提交表决的民生实事

项目 36项，共票决出县级层面民生实事 31项；全市 95个乡镇，共

征集项目原件 572项，提交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 547项，票决出乡

级民生实事 452项，覆盖率为 70%。2024年，离石、孝义、交城、交

口、石楼、中阳、柳林、方山、岚县、兴县、临县等 11县（市、区）开展

县级层面的代表票决制，共征集项目原件 504项，提交表决的民

生实事项目 79项，共票决出县级层面民生实事 65项；全市 98个

乡镇，共征集项目原件 616项，提交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 442项，

票决出乡级民生实事 359项，覆盖率为 72%。

启动：市人代会的民主时刻

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是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一个创新举措，也是吕梁市深入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凝聚民智民心民力的生动实践。

为实施好该项制度，今年 1月，吕梁市启动 2025年民生实事

项目征集工作，市政府在媒体、网络上公开向市民征集项目线索，

最大范围收集社情民意，充分调动了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市人大

常委会组织开展民生实事征集活动，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点）、

基层立法联系点等，面向人大代表、社会公众常态化征集项目线

索；市政协发挥民主协商作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对民生

实事项目提出建议。共征集有效意见、建议 217条，涉及就业创

业、交通出行、城乡住房、养老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

一条条建议写满了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期待。

市政府对征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审查初选，研究审定形成候

选项目建议方案，提交市委研究；市委常委会研究审定候选项目

建议方案；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候选项目建议方案，最终筛选

出 7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决定提交吕梁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由

代表票决产生 5项民生实事项目。为了保证票决结果的公平公

正，吕梁市人大常委会还积极制定了《2025年市人民政府民生实

事项目票决办法》一并提交大会审议表决。

2 月 19 日，在吕梁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一

次全体会议上，吕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忠代表市政府作

《关于 2025年吕梁市政府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的说明》。他提到：

“市政府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精

神，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市委《关于实施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意见》，围绕‘群众提、代表定、

政府办’的工作思路，坚持问情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坚持

急需先行、量力而行、议定必行，严格按照有关程序，通过征集、

调研、论证、审核、筛选、审议等环节，最终形成提请大会审议的

7个候选项目。”

随后，民生实事候选项目经各代表团会议审议、主席团会议

表决，于 2月 21日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体

代表进行差额票决。票决现场，每位代表严格按照票决办法，带

着人民的心声和意愿审慎选择，依次在票箱里投下自己庄严而

神圣的一票。

一张张选票，饱含群众的一个个期待，更融入了代表们一

份份厚重的履职情怀。选票分量重、肩上责任大，成为代表们

心中普遍的感受。现场投票，当场出结果，亲历票决过程让

参会的人大代表们对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的目的

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市人大代表许春鱼感慨地说：

“这样的票决很有意义，我们代表人民发声、为民生把关，

希望这些项目能早日落地，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这不仅是代表的心声，更是群众的期盼。

计票结束后，随着工作人员宣读“改造 190个老旧

小区”“扩大农作物完全成本保险补贴范围”“实施农

业生产托管服务 250万亩”“为 2026名困难失能老人

免费安装智能护理床”“对 330台使用 15年以上电梯

进行安全评估”确定为吕梁市人民政府 5项民生实

事项目，现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票决制不仅改变了政府决策模式，更激活了

人大代表的履职热情。列席本次大会的省人大

代表张秀玲对实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点赞”，她说道：“这一举措让人民群众真正

成为民生实事项目的决策者、受益者，实现政府

决策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高度融合，真正把

人民群众所需、所盼、所忧之事办好，更加广泛、

更多层次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使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票决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票决结果产

生后，将交由政府部门组织实施，项目进展情况

和结果由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和满意度测

评，真正实现“群众点单、代表定单、政府接单、

人大验单”全流程闭环运行模式，从制度上保证

了人民群众全过程参与到民生实事项目的推进

中。

“市人大常委会将把票决产生的民生实事

项目的实施工作列入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充分

发挥代表作用，通过听取民生实事项目完成情

况报告、视察调研、满意度测评等形式，加强对

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情况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

监督，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探索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吕梁实践。”吕梁市

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主任刘润平说道。

小小票单，一头载着民生，一头连着民

心。民生实事项目是否真正惠及群众，既需

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及时落实与跟进，也必须

发挥好人大作用，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市人大常

委会将坚决贯彻市委书记孙大军“积极推

进票决制工作”的批示精神，充分吸纳县

乡经验，深入开展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工作，扩大民主参与、注重过

程监督，探索引入“人民评价民生工

作”机制，请群众“阅卷”，让幸福“加

码”，以看得见、摸得着、可参与的方

式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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