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政 协 办 公 厅

关于开展“为七个求突破建言”活动的通知

省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市政协，省政协

各工作机构，各信息联系点政协：

为贯彻落实全省 2021 年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助力实现全省

新旧动能转换“五年取得突破”，经省政协党组研究，决定组织

开展“为七个求突破建言”活动（以下简称“建言活动”）。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高质量

发展主题，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引导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各民主党派团体、广大政协委员，紧盯“七个求突破”，积极建

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为实现“七个走在前列”“九个强省突

破”目标任务，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二、活动内容

（一）反映“七个求突破”领域工作推进落实中遇到的困难

瓶颈、存在的具体问题。

（二）围绕新旧动能转换、落实重大国家战略、强化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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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等重点任务，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

（三）发现总结各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的好做法、好典型。

三、工作步骤

（一）制定方案（2021 年 2 月）。研究室负责起草活动实施

方案、印发活动通知。

（二）组织动员（2021 年 2 月）。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

商联负责动员党派团体成员积极建言献策。各市政协负责动员市

县两级政协委员及参加单位积极参与建言活动。研究室负责向各

信息报送单位传达建言活动要求，指导各信息报送单位做好建言

活动动员、信息报送等工作。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向所联系的省政

协委员传达建言活动要求，下发建言活动重点选题（见附件），

引导更多委员围绕活动内容，积极建言献策。

（三）信息收集（2021 年 2 月至活动结束）。各民主党派省

委会、省工商联、各市政协、信息联系点政协等信息报送单位反

映的建言活动信息，通过“省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系统”报送，

由研究室审核把关。省政协委员反映的建言活动信息原则上经所

联系的专门委员会审核把关后，由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通过“省

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系统”报送。

（四）编刊报送（2021 年 2 月至活动结束）。研究室负责遴

选信息、组稿编刊，经研究室主任审改后报省政协秘书长审核签



— 3 —

发。办公厅秘书处负责报送有关领导及部门。建言活动专刊原则

上每周出刊 1—2 期，每期篇幅 500 字左右。

（五）情况跟踪。专刊报送后，办公厅秘书处负责加强与省

委、省政府办公厅督查部门及有关部门（单位）的沟通联系，及

时跟踪掌握专刊批示情况及办理进度，适时印发《工作通报》。

研究室定期向委员及相关报送单位反馈专刊采用、领导批示及办

理情况。

四、组织保障及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言活动在省政协党组领导下进行。

办公厅总牵头，做好综合保障。研究室负责方案制定、活动协调、

情况汇总，做好信息收集、审核、编刊、报送、反馈等工作。各

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动员所联系的省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建言活

动。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各市政协、各信息联系点政

协要安排专门力量，共同开展好建言活动。

（二）严把稿件质量。建言活动专刊是直接向省领导同志反

映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意见建议的重要载体，要动员广大省政协

委员聚焦建言活动内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积

极撰写报送高质量信息，以真实的问题、鲜明的观点、务实的对

策、简练的语言，实事求是反映各界别各方面意见建议。研究室

和各专门委员会要严把质量关，严防抄袭，力戒空话大话，力求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小切口作大文章，确保问题情况反映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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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建议操作性强，努力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提供高质量的决

策参考。

（三）加大宣传力度。发挥中央和我省主要新闻媒体平台作

用，创新网络新媒体宣传方式，对适宜公开的信息及时予以宣传

报道。认真总结省政协建言活动的经验、做法和成效，多挖掘建

言“小信息”背后的“大文章”，为活动深入开展营造良好舆论

环境。

附件：省政协“为七个求突破建言”活动重点选题

政协山东省委员会办公厅

2021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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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省政协“为七个求突破建言”活动重点选题

一、关于以落实重大国家战略求突破。重点是如何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如何

加快催生战略平台联动效应，如何加快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势能，

如何加快释放陆海统筹发展潜力，如何加快激发城乡融合发展活

力，努力将山东打造成黄河流域绿色生态大廊道、改革开放先行

区、科技创新策源地、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关于以强化科技创新求突破。重点是如何推动市县主要

领导当好科技创新的“第一责任人”和“后勤部长”；如何把科

技创新作为衡量部门行业管理水平的重要尺度，如何推动财政投

入与高校院所创新能力挂钩；如何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如何创新

科研项目管理机制，如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如何畅通科技

成果转化渠道，如何汇聚更多创新人才。

三、关于以畅通经济循环求突破。重点是如何突出产业基础

再造，重点围绕“十强”产业建链强链补链；如何突出培育优良

产业生态，营造既有参天大树、又有森林，既有灌木、又有小草

的“热带雨林”；如何突出“数字赋能”，用数字化重新定义传统

产业；如何突出流通体系建设，狠抓物流降本增效，优化综合交

通运输结构；如何突出畅通金融血脉，着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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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贵。

四、关于以深化改革开放求突破。重点是如何持续深化九大

改革攻坚行动，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年度计划，推动制度创新、

流程再造取得更大成效；如何更深层次推动观念变革，如何更大

力度向市场放权，如何更加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如何更高水

平扩大开放。

五、关于以优化法治环境求突破。重点是如何科学建立法治

山东指标体系，如何推动将法治环境评价纵向延伸到县、横向拓

展到各行各业，做到该严的坚决严、该容的合理容、该快的加速

快、该清的彻底清；如何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

能力，做到决策依法、办事守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六、关于以坚守底线求突破。重点是如何树牢总体国家安全

观，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如何更好防范化

解经济领域风险，如何守牢生态环境安全边界、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底线、金融安全防线、食品药品安全红线；如何确保安全生产

各项要求和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七、关于以提升能力改进作风求突破。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增

强政治能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

进一步增强系统观念，统筹好改革发展稳定；如何提升专业素养，

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何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攻坚克难、

狠抓落实；如何更好坚持求真务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