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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创、树”活动
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2013年，新郑市政协继续开展“创建委员之家，树立委员
形象”活动，发挥政协委员的主体作用。

各“委员之家”通过组织委员，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到新郑
市政协的视察调研活动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市委、市
政府的充分肯定与采纳。

在活动中，政协委员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带着民情日
记本、社情民意卡，深入分包村（社区）了解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重点深入走访新郑市相关企业、
乡镇、新型社区及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等建设现场，同基层干部
群众座谈、交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如董秀智委员捐资12000元，为村里安装路灯20余盏，修
排水管道 300米，协调资金十多万元建设了村文化大院。王
胜军委员筹资7万元资助20名贫困大学生，并承诺他们毕业
后将优先安排到自己所在企业就业。在活动中，政协委员们
发挥自身优势，关爱社会，关注教育，奉献爱心。政协港澳台
侨民族宗教界委员在走访基层学校过程中，了解到孟庄镇酒
孙村学校教学条件差、个别学生因贫困上不起学的情况后，为
该校捐赠桌椅、电脑、体育器材等50套配套设施，并资助了该
村3名贫困大学生。一年来，政协委员献爱心共捐款捐物200
余万元。

针对“非法生产、非法经营、非法建设”治理和强投资、夯
基础、调结构，委员们收集社情民意130余条，提出160余条意
见和建议。委员们提出的“关于打通市区断头路、实施畅通工
程”的建议，得到新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做出批示
并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落实解决。

年终，各“委员之家”开展了委员述职活动，每个委员从
“参加会议、学习、联谊，参与调研、视察、民主监督，撰写提案，
反映社情民意，参与社会公益”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述职，并对
政协明年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加强了委员的教
育、培训和管理工作，提高了委员的综合素质和履行职责的能
力，健全完善了政协委员履职档案。

通过开展活动，委员们带着党委造福于民的宗旨、改善民
生的责任深入网格、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进一步拉近了与
广大群众的距离。“委员之家”已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一个
新渠道、新纽带、新平台，为我市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了积极
作用。

在郑州市召开的“创委员之家，树委员形象”五年工作总
结及经验交流大会上，新郑市政协作了“深入基层助发展、政
协工作创新路”的典型发言，郑州市政协及其他县市区的与会
领导对新郑市“委员之家”的建设及取得的效果都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和好评。

提高履职能力 搞好调研视察

一年来，新郑市政协紧紧围绕人民群众
关心的社会养老、新型社区管理、教育、卫
生、新区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构建等事关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问
题，进行走访、调研视察、专题议政，提出意
见建议。

针对新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政
协组织部分委员进行了调研视察，提出“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业招商力度，强化
政策扶持”等建议。针对该市新型社区学
校建设用地紧张、资金短缺，师资队伍不足
等问题，委员们提出了“科学规划，加大投
入，保障经费，优化师资，稳定队伍”等建
议。针对新区建设，提出了“以产城融合为
支撑，筑牢新区发展根基，以发展服务业为
重点拓展新区发展空间”等建议。为促进
该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政协组织部分政
协委员对该市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情况进行
了视察。针对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
要素瓶颈制约等问题，委员们提出了“强化
新型工业化主导地位，大力提升战略支撑
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把推进城镇化与繁
荣服务业结合起来，构建都市型农业产业
体系”等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凝聚了广
大政协委员的心血与汗水，得到了新郑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引起了相关部
门的关注。

按照新郑市委分工要求，政协负责对全
市部分重点项目建设的督导检查工作，在促
进项目建设进程中，政协领导高度重视，采
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深入到乡镇，认真督
导，严格把关，落实责任，推进了重点项目投
资建设的步伐。

强化民主监督 督促提案办理

扎实做好提案办理工作是政协实施民
主监督的重要职能。一年来，市政协通过集
中培训，积极引导委员不断提高提案质量。
在提案办理方面，新郑市政协进一步完善了
主席牵头督办机制，加大对重点提案的跟踪
落实力度，采取集中交办、联合督办等方式，
确保提案办理质量，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政
协四届七次常委会上，专门对“加强治理乱
倒餐厨垃圾的建议、加快推进白居易故里景
区建设、燃煤锅炉治理的建议”等重点提案
进行了现场办理协商座谈。

针对“关于加强新郑市空气污染治理工
作的提案”，该市召开了大气环境专项整治工
作会议，制订了《新郑市大气环境整治实施方
案》，开展了燃煤锅炉拆改专项活动；关于“背
街小巷治理工作的提案”，2013年被市政府列
为改善民生，为民办“十件实事”工程。按照

“水通、路平、灯明”改造标准，宏基路、新兴
一巷等29条道路路面整修、路灯安装工程已
完成；针对“关于加强治理乱倒餐厨垃圾”的
提案，新郑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该市
政府分管领导组织市行政执法局相关人员
前往新密市等地区进行考察，学习餐厨垃圾
集中回收利用的先进经验，起草了《新郑市餐
厨垃圾管理办法》，目前正在征求相关单位

意见，《管理办法》明确了城管执法、食品安
全、环保、质监、工商等相关部门职责分工，
为根治乱倒餐厨垃圾行为提供了制度保障。

发挥自身优势 增进团结民主

一年来，新郑市政协进一步密切与各民
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联
系，积极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创造条件，搭
建平台；进一步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牢牢把
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
题，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海内外
联谊工作，积极参与黄帝文化研究和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各项工作，把扩大开放、招商
引资、宣传新郑作为海内外联谊工作的重要
内容；进一步提升资政存史工作，一年来，根
据郑州市政协文史委的工作要求，为编写

《中州古镇》一书收集了五个乡镇近 10万字
资料，100多张图片。在相关单位大力支持
下编撰《新郑林业》专辑。全书共分十二
篇，47章，105节，35万余字，500多张图片。
内容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初到2013年，汇集了
大量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从新郑的林业实
际出发，以林业发展为主线，运用林谚、传说
等民间资料，生动翔实地勾画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新郑林业生产与发展的历程。

坚持务实创新 加强自身建设

新郑市政协非常注重加强政协常委会
和专委会的管理。完善常委会工作制度，出
台常委会工作细则，坚持学习培训制度，不
断提高政协常委的政治业务素质。尊重政
协常委的民主权力，保证常委充分履行政协
章程赋予的各项职能。继续实行专委会联
系界别制度和定期汇报工作制度，使其更好
地担负起组织委员开展工作的职责。加强
专委会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履行职能的集
群优势和整体合力。

依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
的意见精神，2013年，新郑市各乡镇（街道）
成立了政协工作委员会，积极推动政协工作
向基层延伸，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政协工作
薄弱的问题，实现了政协在基层机构有位
置、工作有落实、委员有平台，开辟了基层群
众参与政治协商的新通道。

同时，新郑市政协进一步完善了政协领
导和各专委会联系走访委员制度，党组、机
关干部集中学习制度。组织开展了政协机
关“一学三促”活动，专门建立了学习园
地。认真抓好机关干部廉政建设，严格执行
廉政准则。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 六项禁令”，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反对铺张浪费，切实做好厉行
勤俭节约工作。

新的一年，新郑市政协将在新郑市委
的坚强领导下，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为推进新郑市人民政协
事业的发展，为把新郑早日建成自然之
美、社会公正、城乡和谐的航空经济强市
而努力奋斗！

2014新思路
新郑市政协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郑州市委及新郑市委四届六次会议精
神，在中共新郑市委的正确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突出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创建学习型政协，推动政协工作与时俱进

继续把创建学习型政协作为工作重点，宣传、贯彻好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政协新章程，推进协商民主广
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
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
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围绕中心工作，充分履行政协职能

加强调研视察。本着选准角度、发挥优势、突出重点、保
持特色的要求，把服务和推进重点工作作为政协调研视察的主
攻方向，组织课题小组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对市委、市政府决策
的实施和落实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并据此提出建议和意见。

开展协商议政。根据市委、市政府今年工作的重点，搞好
各个层面的政治协商。积极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
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增加
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

强化民主监督。对全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和群众普
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实施跟踪监督，推动全市中心工作的落
实。大力加强提案工作，进一步推进提案办理由答复型向落
实型转变，使全年的提案办理工作有质的飞跃。

反映社情民意。充分发挥“委员之家”作用，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生活中的重要情况和群众关注的
热点问题。发挥政协自身优势，及时收集和答复委员的意见，
积极协助市委、市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凝
聚人心、促进稳定等工作。

紧扣团结民主两大主题，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发展基层民主，畅通民主渠道。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
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建设。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进一步
加强同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与合作，畅通联系渠道，经
常通报市政协有关工作情况，扩大知情范围，拓展合作领域。
扩大各专委会、政协委员与社会各界人士的联系面和团结面，
把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所
有制成分的人士团结起来，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引导他
们为把新郑建设成为航空经济强市积极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履职水平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不断研究
探索政协组织在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中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坚持促进党派合作、突出界别特色、发挥
委员主体作用、加强专委会和机关建设。加大各项工作制度
的执行力度，完善规则，精简程序，强化监督，不断推进政协工
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深入研究探索农村基层政协
工作，拓展延伸政协工作领域。加大政协工作宣传力度，充分
运用各类媒体重点宣传政协工作的新进展、新经验，做好委员
风采宣传，不断激发委员履职热情。按照“学习型、服务型、效
能型、创新型、和谐型”目标要求，进一步加强机关建设，改进
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

精选一
樊文超、范建会、薛冬等委员提出的《关

于加强治理乱倒餐厨垃圾的建议》提案
办理结果：为切实做好餐厨垃圾处理工

作，新郑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局加强对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的收运
管理，安装了近 340台油水分离器，从源头上
杜绝乱倒餐厨垃圾的行为。同时，该市城管
执法局通过每天对主次干道不间断清扫保洁
及在夜市摊点增设 52 个垃圾收集容器等方
式规范餐厨垃圾收运管理；每天出动两台冲
洗车对重点路段进行强力冲洗，通过加大机
械化冲洗力度，解决餐厨垃圾碎屑难清理问
题；建立投诉举报处置机制，开设投诉举报热
线（69950026），发动各界监督、举报，并对反
映问题登记造册，进行动态管理，确保问题能
够得到及时、妥善解决。

精选二
李胜利、王英等多名委员提出的《关于规

范我市城区交通秩序、解决道路拥堵问题的
建议》，岳振凯等委员提出的《关于在庆都生
活广场和万佳时代广场周边建立公共停车
场》等提案

办理结果：新郑市公安局、城管执法局等
单位在加大对电动三轮、渣土车、观光车等违
章车辆查处力度的同时，按照“疏堵结合”原
则，在停车需求较大的路段设立 2000多个临
时泊车位，还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使
市区交通秩序得到有效改善。

精选三
柳广义委员提出的《关于加强新型社区

中小学幼儿园配套建设的建议》提案
办理结果：新郑市教体局、城乡规划

和城市管理局等单位加大了新建、改扩建公
办中小学、幼儿园力度。截至目前，该市财
政拨付中小学、幼儿园建设改造资金 6400
多万元，新建、改扩建城乡中小学、幼儿园
25所。

精选四
郭文凯委员提出的《在新华路与新烟路

交叉口设置信号灯或限速监控》提案
办理结果：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新

郑市公安局通过调查、收集、分析全市各路口
实际情况及交通事故原因，不仅在新华路与
新烟路路口设置减速带、交通信号灯，同时对
市区内的所有道路、学校路口的监控设备、减
速带、交通标志等设施同步进行了维修养护，
并在上下班高峰期，在市区主要路口增派交
警疏导交通，确保道路顺畅、市民出行安全。

港澳台侨民族宗教界委员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委员之家

汇聚力量 建言献策 服务大局
——新郑市政协2013年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赵 地 高凯 通讯员 王檬 文/图

2013年，新郑市政协在新郑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该市人大、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积极

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作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

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为推动新郑市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社会

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提案工作

提案办理成效显著
新郑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以

来，全体政协委员紧紧围绕全市
中心工作，着眼于该市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城乡和谐稳定和加快
推进城镇化建设以及人民群众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建言献
策，共提出提案188件。经审查
合并后，立案166件。回顾一年
来的提案工作，提案质量和提案
办理质量均有显著提高，有四个
鲜明的特点：为促进经济发展建
言献计，为改善民生反映民意，为
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诤言，为
发展社会事业献良策。

教体医药文化卫生界委员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教育活动。工商联界委员开展农业产业化调研活动。

经济界“委员之家”委员到分包乡镇开展走网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