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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莒南县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征集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的
通知

各专委、各界别、各镇街政协委员联络室,各位委员：

为做好县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案征集工作，现就有关事

项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征集时间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即可提交。为便于做好提案审查、

统计工作，请提案者尽量在 12 月 25 日之前提交提案。

二、基本要求

（一）精准选定题目。聚焦全县乡村振兴、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等重点工作，围绕全

县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养老、生态等民

生问题以及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民主监督等方面进行选题。坚

持“小切口、大视野”的原则，善于小中见大。提案参考题目

（见附件），供大家参考。

（二）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不调研不提案”，以问题为导

向，深入基层，加强与界别群众联系，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

客观反映基本事实。坚持在深化研究上下功夫，注重对调研成

果进行深化论证和提炼总结，力求触及本质、切中要害，把问

题说清说透。



2

（三）提出务实建议。提案中的意见建议应针对问题逐一

提出，坚持切口小、道理硬、靶向准，明确具体，简明扼要，

既考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又考虑实施的条件和时机，具有针

对性和可行性。

（四）不符合立案情形。根据县政协《提案工作条例》《提

案审查办法》有关规定，结合提案工作实际，经研究，对有下

列情况之一的提案不予立案：1.违反宪法和法律法规的；2.涉

及党和国家秘密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的；3.中共党员对党内有关

组织、人事安排等方面有意见，民主党派成员反映本组织内部

问题的；4.为单位或个人解决项目审批、机构编制、资金、土

地等具体问题的；5.违反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不符合公序良

俗的；6.进入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程序或者行政复议、仲裁

程序，以及纪检监察机关正在审查和调查的涉嫌违纪违法问题

的；7.属于学术研讨的；8.指名举报的；9.内容空泛、建议笼

统或者明显不可行的；10.所提问题不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具

有显著地域性、局限性，不适宜作为县政协提案立案办理的；

11.宣传、推介具体技术、专利、作品、产品的；12.所提问题

或建议滞后于实际情况，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或正在解决的；13.

内容敏感，不宜作为提案办理的；14.超出本县管辖权范围的；

15.内容存在抄袭、杜撰或者炒作话题行为的；16.提案审查委

员会或提案委员会全体会议审定不予立案的其他情况。

（五）发挥优势提交集体提案。各界别、政协专门委员会

要进一步发挥特色、优势，强化组织领导，加大提案的培育、

研判，狠抓提案的质量，督促委员提交提案，积极提出集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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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鼓励政协界别在全体会议期间专门研究、酝酿提出本界别

提案，鼓励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将日常调研、会议等协商议政工

作的成果转化为提案。界别提交提案须在征得本界别多数成员

同意并且经相应程序审议通过，由召集人签字同意后方可提交。

三、格式规范

（一）提案案由应当简短明了，使用“关于……的建议”

的格式，字数一般应控制在 20 个字以内。案由使用二号方正小

标宋，正文使用三号仿宋，正文一级标题使用黑体，二级标题

使用楷体。案由下方须注明提案者名称，使用三号楷体。

（二）提案内容应包含“背景或问题”“原因分析”“意见

建议”等部分，坚持一事一案，实事求是，简明扼要，一件提

案字数不超过 2000 字。

（三）提案必须是提案者自己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成果，

避免道听途说、主观臆断、抄袭炒作。

四、提交方式

（一）通过县政协门户网站莒南县政协委员履职服务平台

在线提交。

提交流程：登录县政协网站 http://www.jnzxw.gov.cn/，

点击首页右下角“委员履职平台”，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登录名

（登录名为手机号码）、密码（初始密码为 jnzx.2020），登陆系

统后点击提案→提交大会提案。提交提案时应当准确填写相关

信息，正确上传 word 电子文档。

（二）委员联名提案时，第一提案者应向被联名提案者说

明提案内容，力戒盲目联名、杜绝“被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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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员忘记登陆密码，可点击登陆界面右下角的“忘

记密码”通过手机号找回密码，如变更手机号码或无法登录，

请及时与县政协提案委员会联系。

联系人：张亚楠 13646496611

附件：提案参考题目

政协莒南县委员会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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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提案参考题目

经济方面

1.推进农田水利基础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2.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

3.建设规模化、标准化油料种植基地，打造花生产业集群

4.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

5.开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推进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6.全力打造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7.提升“五品五标”，进一步叫响“产自临沂”品牌

8.加强中药材种植、产业发展及中药材企业扶持力度

9.完善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和快递物流服务体系

10.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11.加快推进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12.实施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行动

13.扎实开展工业企业“互联网+”改造

14.实施“梯次培育”计划，助推科技型企业成长发展

15.加快实施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工程

16.加快打造光伏、风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基地

17.加快工业园区产城融合发展

18.加快现代化钢铁新城建设 打造全市工业经济新高地

19.加快打造全国高端不锈钢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区

20.培育县域主导产业，打造县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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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加快布局发展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

22.提升政府专项债券项目配套融资水平

23.加快培育服务业创新中心

24.加强莒南茶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振兴

政治方面

25.推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集成改革

26.升级改造“政企直通车”平台，推动企业和政策精准匹

配

27.加快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

28.健全“12345·莒南首发”机制，打造“政务服务+融媒

体”县域社会治理新模式

29.加强农村干部全周期专业化管理

30.建设高素质专职网格员队伍

31.规范农村村务管理，提升村务公开水平

32.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工作

33.落实诉访分离和依法分类处理制度

34.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和执法规范化建设

35.加强法治宣传，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36.全面发展协商民主，打造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莒识

共商”品牌

文化方面

37.强化基层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完善提升县、乡、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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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网络

38.丰富文化活动，打造群众性文化活动品牌

39.推动《沂蒙精神》纳入地方学校德育课程和思政课教学

内容

40.深化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传承践行沂蒙精神

41.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42.打造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精品线路

43.加快打造农文旅融合乡村旅游“沂蒙模式”

44.整合资源提升乡村民宿文化内涵

45.加快发展工业旅游新业态

46.传承非遗文化，发展“指尖经济”

47.加快农村健身设施建设和更新

社会方面

48.扎实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工作

49.推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相互融通、协调发展

50.实施资源扩增、提质培优、素养提升“三项工程”，建

设高水平职业院校

51.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

52.多举措提升中小学课后服务能力

53.加快建设医疗养老联合体，促进医养结合发展

54.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55.强化源头治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56.规范新业态行业用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8

57.引进培养农业高端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

58.推进城乡公益性岗位扩容提质

59.完善人才政策引进机制，加快引进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

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60.加快实施农村基础设施网提升行动

61.加大农村公路管理养护力度

62.发展农村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

63.加快打通老城区断头路

64.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

65.加快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66.高标准推进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工作

67.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满足有关群体住房需求

68.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

69.强化食品药品全链条风险管控

70.多举措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

71.加强社区护工队伍的建设与推广

72.建立教师资源库，教师统管统筹

生态文明方面

73.强化绿化引领，全面提升城市品质

74.深入开展城乡绿化和环境卫生“双提升”行动

75.加快推进“口袋公园”建设，打造精品园林景观

76.建立“全链条”分类体系，推动垃圾分类落实落细

77.实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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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加强地膜使用回收，治理农田白色污染

79.全面做好冬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

80.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

81.实行种养殖废弃物产业化循环利用新模式

82.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治理 提升大气环境质量

83.强化水质监测分析，精准做好水污染防治

84.加强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85.加快氢能源产业园建设

86.提高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