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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台县乡人大：

紧扣群众“急难愁盼”书写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答卷

本报库尔勒 6 月 23 日讯
（记者 薛云少 通讯员 卢芊
宇） 20日，巴州党委党校（行政
学院）组织志愿服务队在库尔勒
市康都街道康都社区的葡萄架
下，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巴州党委党校（行
政学院）教师郭焕焕以真挚的情
感和生动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了
若羌县若羌镇胜利社区居民帕太
姆罕·巴拉提一家的故事。帕太
姆罕·巴拉提曾从事宾馆清洁工、
饭店洗碗工、小区门卫等工作，收

养并无偿照顾一个脑瘫且被遗弃
的孩子。她那句“只要有我一口
馕，我就不会饿着他”，引得在场
群众纷纷点赞。

社区干部李赛说：“今天的
活动让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
会。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将
立足岗位实际，自觉维护民族
团结。”

此次活动，通过经验分享等
形式，让身边人讲述身边事、用
身边事激励身边人，广泛宣传各
民族手足情深、守望相助的感人

故事，有效激发了康都社区各族
群众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
谐的热情，营造了民族团结、社
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巴州党委党校（行
政学院）将会同康都社区持续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创新活动
形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走深走实，为构建和谐稳
定、团结奋进的社区环境奠定坚
实基础。

▲

宣讲现场。
通讯员 卢芊宇 摄

葡萄架下“声”入人心 民族团结凝聚合力

□本报记者 袁海军 通讯
员 李新芳

6月的轮台县，小白杏挂满
枝头。

在这丰收时节，轮台县乡两
级人大紧扣群众“急难愁盼”，书
写全过程人民民主生动答卷，让
发展成果化作百姓家门口的幸
福、心坎里的温暖。

轮台县群巴克镇恰先拜村
100多名村民的就业期盼、阿克
萨来乡卡塔苏盖提村三组 500
米长的破损村路的困扰、轮台
镇团结社区居民对休闲场地的
期待……这些群众身边的“关
键小事”，是轮台县各级人大代
表眼中的“头等大事”。人大代
表亮出身份倾听诉求、广纳民
意，在议事日凝聚共识，将群众
的“问题清单”一一转化为“履
职清单”。

依托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票决制，人大代表全程跟进，
以实干彰显人大代表“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的责任与担当，让
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理念变为可
触可感的生动实践，在基层治理
的沃土上结出累累硕果。

就业答卷：从田间到车
间，人大架起致富桥

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是轮
台县各人大代表联络站议事日。

“地种好了，还想赚钱，到
哪干活？”在去年 5 月议事日征
求群众意见时，恰先拜村的人
大代表联络站里，县人大代表
向兴明被这样的问询包围。村
民的就业期盼，通过人大代表
联络站的“民意直通车”汇聚到
他这里。

向兴明带着县乡人大代表

走村入户，用“板凳议事会”的形
式收集诉求。县乡人大代表一
致认为，要发挥好本村紧邻轮台
工业园区的优势，组织村民到园
区企业务工，增加村民收入。在
去年 6 月的议事日上，“家门口
就业”议题高票通过。

随后，向兴明联系企业，从
输送保安、清洁员，到推荐厨
师，最终通过代表建议办理机
制，推动建立“企业+村民”劳务
对接平台。

可是，语言关成了拦路虎。
向兴明提出“村民结对学用国
家通用语言”的建议，将流利使
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村民和不太
懂国家通用语言的村民结成帮
扶对子，一起工作、一起学习。
企业夸赞这是一个好办法。

向兴明又在议事日征求群
众意见，动员村民以“小手拉大
手”的形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

如今，大部分村民能用流利
的国家通用语言交流。“我们村
的农民进企业务工的越来越
多。地里有收入，上班也有收
入，收入增加了，生活更好了！”
恰先拜村三组村民约麦尔·阿西
木说，他在一家石化公司做叉车
司机，妻子在食堂帮厨，自家的
70 亩地和养牛也没耽误，每月
有双份收入。

为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实现
劳务输出精准对接，“村里输
出+企业培训”模式在人大代表
监督下落地：各企业用工需求经
联络站梳理后，由村民票决确定
培训课程。

截至目前，恰先拜村在园
区 企 业 务 工 的 村 民 有 100 多
人。该村将“劳务输出”打造成
金字招牌，成为基层治理中“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生动

注脚。

修路答卷：从颠簸到平
坦，民主铺就安心路

在轮台县阿克萨来乡，一
条 500 米长的柏油路成为见证
民 生 实 事 落 地 的 鲜 活 样 本 。
通过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将群众“急难愁盼”转化为“幸
福清单”，民主决策真正走进百
姓生活。

2024年3月的一天，阿克萨
来乡卡塔苏盖提村三组 78岁村
民图拉汗·尼亚孜拄着拐杖颤巍
巍地推开该村人大代表联络站
的门说：“我们三组东边的那条
路修不修？我走路都要摔跟头
了！”驻站的县乡人大代表赶忙
扶老人坐下，认真记录老人的诉
求。老人反映，这条道路年久失
修，坑坑洼洼、颠簸不平，周边
40户村民出行不便。

为确保民生实事项目精准
对接群众需求，驻站的县乡人
大代表挨家挨户走访，召开村
民座谈会，将收集到的意见建
议分类整理，最终形成《关于修
缮卡塔苏盖提村三组东边道路
的建议》。

经过多方协调，道路修缮项
目开始施工后，驻站的县乡人大
代表带领监督小组全程驻守工
地，对照图纸严格把关：路基厚
度是否达标，沥青配比是否合
规。经过数月建设，2024 年 7
月，一条平整的柏油路像黑绸带
般铺展在街巷间。

路修好当天，图拉汗·尼亚
孜老人特意换上新衣，拄着拐杖
在 路 上 来 回 踱 步 。 她 笑 着
说：“这路平整，走着舒服！”如
今，每到傍晚，老人们聚在村口
谈天，孩子们嬉笑奔跑，曾经的

“堵心路”变成了“民心路”。
在 2025年召开的乡人大会

议上，十几项民生实事建议摆
上桌面，代表们围绕“环境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水利设施建
设”等内容展开激烈讨论。经
过多轮审议和投票表决，8个项
目以最高票入选年度民生实事
项目清单。

票决只是起点，落实才是
关键。“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让每一个项目都带着民
意温度。”阿克萨来乡人大主席
阿巴斯·阿不拉克说，从民意征
集到项目筛选，从人大投票表
决到监督落实，这套完整的民
主程序确保了民生项目精准回
应群众关切。

在轮台县，越来越多的民生
实事项目通过人大代表票决制
落地实施，让民主不仅体现在制
度层面，更化作群众可感可触的
幸福实景。

改造答卷：从停车区到
休闲场，民意绘就新图景

在轮台县轮台镇团结社区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一场关
乎 1200 平方米社区院子的“身
份转变”，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基层实践。

长期以来，社区居民和商户
一直面临着无处休闲健身的难
题。孩子们放学后只能在狭窄
的巷道玩耍，老人们想找个地方
活动却难觅场所。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站有
个公示栏，公布各级人大代表照
片、姓名、电话、代表身份，并附
有一个民情民意二维码。群众
扫码，就能线上联系人大代表，
直接实现民意表达。

当人大代表收集到群众这

一诉求后，迅速行动。轮台县
人大代表、轮台镇团结社区党
支部书记梁宇航组织联络站代
表实地调研，社区内一块 1200
平方米的地块进入大家的视
野。可是，它是服务办事群众
和商户的临时停车场，如何平
衡停车与休闲的双重需求，成
为新的挑战。

依托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
站，梁宇航组织居民、商户、社区
工作者召开多轮协商议事会。
代表们耐心倾听各方意见，最终
达成共识：重新规划周边道路，
新增临时停车位，解决停车需
求；将原来的停车场改造为社区
小广场。

广场改造过程中，新的问题
又出现了。群众反映，休闲有了
场所，但缺少健身娱乐设备。人
大代表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实
践站再次征集民意，优化方案，
充分吸纳群众智慧，设置乒乓
球台、羽毛球场地，配备儿童娱
乐设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不论是周末节假日，还是
每天晚饭后，老人和孩子们有了
好去处。这件事办在了我们老
百姓的心坎上！”轮台镇阳光花
园小区居民朱俊玲说。

如今，曾经的社区临时停车
场变为热闹的“民心”广场，实现
了居民停车和活动“双赢”。夜
幕降临，孩童嬉戏、居民健身、邻
里畅谈，欢声笑语不断。

轮台县乡人大充分发挥人
大代表作用，实行民生实事项目
人大代表票决制，依托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践站，构建多样、畅通、
有序的民主渠道，及时妥善解
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民主
在基层治理中焕发蓬勃生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图景正
徐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