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进人大始终秉持法治精神，勇于开拓创
新，脚踏实地践行各项职责，为全区经济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贡献着人大智慧与力量。2022
年 10月，武进人大荣获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所颁发的
“全省人大系统先进集体”表彰，这不仅是对
此前工作的肯定与赞誉，更是对未来征程的激
励与期许。

武进人大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把为民办实事的“心愿单”变

成实实在在的“成绩单”，以更深的人民

情怀践行人大工作的为民初心。

武进人大选择人大代表“家”“站”
“点”、村（居）委会、企事业单位、美丽乡村、
口袋公园以及民生实事、政府投资项目、营商
环境制度建设服务和制定单位等场所创新打造
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

这些实践点，犹如夜空中的星辰，照亮了
群众心田，更搭建起一座座坚实的桥梁，让民
意如春水般畅通无阻地汇聚于此。

《人民代表报》是全国人大系统唯一公开发
行的报纸，也是全国各地人大机关和人大代表交
流学习的重要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实践基地的建立，既是对武进人大工作的高度肯
定，也为武进人大打造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理
论实践示范高地迎来了契机。

开放姿态向未来

2024年 2月，常州市武进区人大常委会被确
立为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这不仅是
对武进人大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对其在立法实
践、民意收集、民主参与等方面所做贡献的肯定。

2024年 7月，武进区人大常委会精心打造了
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武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常州
市武进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常州市武进
区人大代表之家于一体的多功能场馆。该馆集历
史展陈、立法联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与人大
代表活动等功能于一体，与武进区政务服务中心
共建共享共用，开创了人大工作与政务服务高度
融合，直通一线、直接地气的履职新模式。

第一次设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
汇聚繁星璀璨心田

第一次建立《人民代表报》
理论研习实践武进基地

第一个在全市入选省级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人大单位

代表们将广大群众的诉求规范为具体的建议，“前有
本社范围内最主要一事就是北新桥。因该桥由开德胜河塌
倒，至今未能修理。同时该桥对水陆各方有阻……”来自
新桥区安家乡的代表邹招大向大会反映了北新桥年久未修
的问题，并陈述了三点原因。

5天后，武进县人民委员会交通科即向他反馈了处理意
见，提出了修桥筹款的办法。这个生动的事例，充分表明
了武进人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初心与使命。

在武进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412名代
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听取并审议了政府工作
报告。他们的审议权与表决权，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与尊重。报告的通过，不仅是对政府工作的肯定与鞭策，
更是武进人民民主监督力量的生动展现。

第一次审议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民主监督落地成文

第一次听取处理代表建议

高效积极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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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进人大 个“第一次”看人大制度如何一路走来

1953年 5月，武进县选
举的春风悄然吹拂。选举委
员会与普选办公室相继成
立，先以万塔、南周、洋桥、
鸣凰 个乡镇为典型试验，
后铺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选
举工作，至次年 3 月底，
183个乡镇的选举工作全部
结束。433 名县人大代表的
诞生，标志着武进人民正式
踏上了“翻身解放”“当家
作主”的康庄大道。男女并
肩，工农商学，党员与民主
人士携手，共同绘制了一幅
广泛而深刻的民主画卷。

第一次代表普选

诞生 433名代表

十年破局新纪元 硬核出击保民生

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及《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
实施，1981年 5月，武进县人大常委会应
运而生。这一常设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武进
民主政治建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县人大常委会党组的成立及办公室的设
立，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
领导和人大与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为人民
代言、为人民发声的职能得到了有效发挥。

自上世纪 70 年代起，环滆湖官林、和桥
等地大肆发展围网养殖业，加之沿湖粗放过
度养殖造成滆湖水质日益恶化，昔日碧波万
顷、水天一色的壮丽景致逐渐消逝于人们的
视野之中，民众对此深感忧虑与无奈。

1992 年，武进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时度势，郑重审议了县人大常委
会提出的 《关于保护滆湖水资源的议案》，作
出 《关于保护滆湖水资源的决议》，为恢复滆
湖生态环境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

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是关于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的基本法
律，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
重要制度保障。

2000 年 1 月在武进市 （现已改区）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武进

市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后于 2021
年 1 月 8 日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2024年 1 月 6日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修订通过，为
保障武进人大依法行使职权，提高议事
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法规保障。

代表之家，是基层民意之家，是百
姓放心之家。2008年，武进人大开始推
行“人大代表之家”建设；2012 年“人
大代表之家”实现全覆盖；2017 年“人
大代表之家”向基层延伸，在村 （社

区）、企业设立代表联络站；2018 年全
面实施“人大代表之家”提档升级和代
表联络站规范化建设工程，让民众无论
何时何地，皆能寻见代表身影、畅所欲
言心声、共议关心大事。

飒沓前行展风华 无尽探索成引领

第一次召开县人民代表大会

投出宝贵一票

第一个县级人大常委会

有温度的纽带拉近心的距离

武进县人大第一次表决通过决议

直击痛点强势发声

第一次建立健全人大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规则

严谨规范更高效

第一批代表“家”“站”

突破时空局限畅所欲言

紧扣发展脉搏

武进区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扎实推进“一园一
城一示范”建设的决议》，开创了自 1981年常委会成
立以来，首次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之关键议题颁布
决议的先河，及时把区委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
转变为全区人民的共同意志。决议发布后，区人大常
委会以视察调研为笔、专题询问为墨、座谈会为纸，
精心描绘推动《决议》落地的宏伟蓝图，书写“一园
一城一示范”建设的新篇章。

第一次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人大代表联系点”是武进区人大常委会着力打造
代表履职新模式的载体，是代表依法履职的重要场所、
为民服务的重要窗口、传递社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在这
里，代表们以“点”为基，驻守一线，将履职的触角
深度延伸至群众心田，真正让代表的身影活跃在群众
视线之内，温暖着每一份期盼与信赖。

第一次设立“人大代表联系点”

让交流亲密无间

2022 年 3 月，武进区
“云上人大代表之家”破茧而
生，1500名各级人大代表拥
有了一个崭新的信息化履职平
台。次年 4月，“云上人大代表
之家”升级为“武进区云上人
大”新版本，其便捷的操作界
面、丰富的功能模块，赢得了
代表与群众的广泛赞誉，得到
全国、省、市人大的肯定认
可，喜获 2023年江苏省市县
人大“十大新闻”。

第一个线上信息化平台

开启数字民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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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周

年。作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越发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为党领导人民创造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放眼武进，从 1954年 7月召开第一

届县人民代表大会至今，武进人大走过

了萌芽、恢复与创新发展的不凡历程，

三阶段跨越发展波澜壮阔，16个首次耀

眼夺目。武进人大守正创新、奋楫笃行，

推动地方人大工作取得了一项项令人瞩

目的成就。

茁壮新生一年轮
当家作主扎牢根

第一次获“全省人大系统先进集体”表彰

为前行蓄满能量
121 5

1954年 7月，武进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县大会场
召开。选民们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陆续进入会场。他
们有的从田间来，有的从讲台上来，有的从家中来，带着
身边百姓们的美好期待与愿望，等待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
投出庄严而宝贵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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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建立专业代表小组

领域细分让发声更精准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为进一步强化专
业化监督水平，武进人大创新推动专业代表小组
建设，分别组建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农业农村、
综合治理、生态环境、社会事业、文商旅 6类 87
个专业代表小组，吸收具有较强专业知识、熟悉
有关行业、深耕有关领域的人大代表。他们凭借
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各自领域
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为推动武进高质
量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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