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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
民主的真谛。”把遇事多商量的协商氛围覆盖全市，
让大家都了解协商、会用协商，觉得协商挺好，是六
届滁州市政协长期以来的努力方向。

2019年以来，六届滁州市政协在全省率先建立
乡镇（街道）政协委员召集人制度，创新开展“委员进
社区、常委在行动”活动，被市委深改委列入年度改
革工作要点。“两项改革”推进以来，在乡镇（街道）、
村居（社区）两级开展政协基层协商活动1200多场
次，助力党委、政府破解群众切身难题近千个，社会
各界越来越认同协商、崇尚协商。2020年8月，《人
民政协报》头版头条报道滁州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
相衔接的实践探索。

2021 年初，中共滁州市委出台文件，明确要求
在全市打造融委员履职、服务群众、凝聚共识于一体
的“协商亭好”品牌，搭建更加精准、开放、科学、高效
的协商新平台，推进基层民主协商建设。

“两个薄弱”亟待解决
“两项改革”应运而生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推动政协协商与
基层协商相衔接，将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
治理效能，是新时代市、县政协需要践行的重要使
命。然而，市县政协基础工作薄弱、人员力量薄弱
的“两个薄弱”长期存在，为解决乡镇没有延伸机
构，也没有承接政协工作的具体人员等问题，2019
年，滁州市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乡镇（街道）政协委员
召集人制度,为市、县政协参与基层治理搭建了新

平台，该项工作在2020年、2021年连续两年被市委
深改委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同时，市政协牢牢把握
新时代人民政协性质定位，积极跟进市委部署，依
托召集人制度，结合委员履职，创新开展“委员进社
区 常委在行动”活动，鼓励委员走进身边小区、社
区，为民解难题、办实事，得到了省委第四巡回指导
组的肯定。目前，这项活动在各县（市、区）全面铺
开，委员进社区微协商、办实事取得较好成效，得到
基层群众充分肯定，全市政协系统掀起了“基层
热”，社区（村居）燃起了“协商火”。该项工作于
2021年被市委深改委列入年度改革推进要点。

不建机构建机制
政协协商“扎根”基层

随着乡镇召集人制度和“委员进社区、常委在行
动”活动的开展，“谁来召集协商”“在哪协商”“谁来
带头协商”这三个突出问题迎刃而解，基层渐次点亮
政协协商之火。

推动召集人常态化开展工作。一是建立季度现
场观摩交流推进机制。从2020年开始，每季度现场
观摩一个县（市、区），全市召集人到现场看、在现场
说，在观摩中思考，在交流中学习。二是加大召集人
培训力度。召集人制度建立以来，每年都举办全市
召集人专题培训班，邀请全国政协、省政协专家授
课，县（市、区）政协均建立了召集人常态培训机制，
推动召集人上岗后快速进入状态。三是扩大召集人
影响力。2020年以来，市政协把召集人列席全会作
为制度性安排，同时安排召集人代表作大会发言；在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席市政协重要会议上，安排
召集人发言；四是督促县市区党委、政府支持。市委
连续两年在全市开展专项督查推动落实，有力促进
了县市区进一步重视召集人工作，探索建立了“三同
时”“三同步”等考核任用机制。目前，全市113个乡
镇（街道）政协召集人全部任职党委副书记，符合条
件的享受正科级待遇，极大地调动了市、县、乡三级
政协人的积极性。

激励委员主动参与“委员进社区、常委在行动”
活动。一是委员分布动态管理，将住滁城的236名
市政协委员，分成18个委员小组，与琅琊、南谯街道
召集人协同开展履职。二是委员活动系统备案。依
托政协履职APP系统，委员每次到乡镇（街道）社区
参与协商，由委员自动将协商内容、协商成效，上传
到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履职考核系统备案，做到委员
参与基层协商“一键清”。三是委员表彰通报激励。
自2020年起，将委员参与基层协商情况通报表彰，
纳入市政协全会的规定议题。四是规范“微协商”流
程。建立了“群众点单、委员买单、协商解单、跟进查
单”“四单闭环”协商流程，推动遇事会协商、协商能
成事。各县（市、区）政协积极跟进开展，有的将“委
员进社区”拓展为进企业、进校园；有的依托自身特
长建立了特色工作点；还有的建立了定期与群众谈
心议事机制……委员们在基层“各显神通”，为群众
纾难解困，取得了良好实效。

百姓关切及时回应
“协商亭好”深入人心

“两项改革”开展以来，委员们切切实实为群众
解决了诸如公共厕所移交、消防栓维修、居民出行难
等困扰的难事，获得了党委政府认可，老百姓点赞，

“协商亭好”品牌在“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过程中实
现了全覆盖，获得了好口碑。

在县乡，召集人“召”、委员“议”、群众“商”，成为
基层治理“新风尚”。

2020年4月，南谯区将施集镇井楠村选作该区农
村宅基地和闲置住房盘活利用改革试点，推进过程
中，部分农户不愿意配合，产生了矛盾。得知这一情
况，施集镇政协召集人立刻组织政协委员，实地开展
密集调研走访，挨家挨户了解农户想法，总结提炼出
10多条助推“宅改”工作建设性意见，反映了村民心
声，及时化解了矛盾。最终，赵洼和大雷村民组村民
绝大部分赞同改革方案，形成了宅改“井楠模式”。街
道辖区企业招工难、留人难，亟需稳定的工人；社区内

“全职妈妈”有闲暇时间、有工作诉求，却难找到合适
的工作岗位，在琅琊区扬子街道永阳社区，这样的“两
难”局面引起了政协委员的注意，经过实地调研走访
和沟通协调，扬子街道政协委员组委员、新江玻璃厂
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胡娜联合扬子路小学设立“妈妈
班”，采用弹性工作制，妈妈们可以灵活掌握上下班时
间，招、求“两难”变成了双方“共赢”……

在滁城，18 个委员小组进社区、微协商、助治
理，成了协商一线的“轻骑兵”。

万桥新苑已入住居民近千户，居民晨晚练时找
不到地方上厕所，已配建好的公厕因种种原因不能使
用，十分不便。2021年1月，市政协万桥社区委员小
组得知这一情况，立刻协调市重点处、市环卫处、市住
建局、南谯区住建局、金鹏建设集团、同乐街道、万桥
社区、万桥新苑居民代表等开展“万桥新苑公厕移交
微协商”，在协商中明确了公厕移交、运营维护管理
等相关事项，这场“微协商”不久，公厕就完成了移交
投入使用；龙蟠街道龙蟠南苑小区有近万居民，小区
内电瓶车充电桩数量较少，很多居民“飞线”充电或
者把电瓶车推到楼上充电，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020年5月，市政协龙蟠南苑社区委员小组走访了
解该情况后，经协商，由铁塔公司免费为小区安装充
电桩，充电桩的规范管理由社区物业负责，并建立电
瓶车安全充电的长效机制，确保小区安全充电。同
年9月份，价值近30万的450个端口的智能充电桩、
94部电梯的监控设备顺利安装完毕……

几年来，通过“微协商”，一批群众天天有感的关
键小事得到解决，切切实实为党委、政府排了忧、解
了难。群众渐渐体会到了政协委员能办事、政协协
商能成事，“协商挺好！”大家由衷地称赞。

政协协商在基层活力迸发
——六届滁州市政协打造“协商亭好”品牌”纪实（下）

全媒体记者吕静远

建立季度现场观摩交流推进机制。从2020年开始，每季度选择一个县（市、区）
现场观摩，看亮点、看案例、谈体会，推动全市乡镇（街道）召集人在观摩中思考、在交
流中学习。

建立召集人年度培训常态机制。每年举办全市召集人专题培训班，邀请全国政
协、省政协专家授课，推动各县（市、区）都建立了召集人常态培训机制。

2021年9月17日，市政协兰天社区委员小组，赴兰天西区安置小区，就安置小区
物业管理、疫情常态化防控进行现场“微协商”。

2021年6月，琅琊区丰山街道政协召集人组织社区居民开展“小板凳”议事。2019年6月14日，全省首个村级委员工作室——凤阳李锦柱委员工作室揭牌。2021年4月，明光张庆君委员工作室组织社区居民就电动自行车违
规充电问题开展“微协商”。

2020年8月8日，《人民政协报》头版头条报道滁州推动政协协商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