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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诉求无小事 一呼一应总关情
——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上线三周年综述

□本报记者 吕占伟

4809件，这是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上线
三年来办结的群众诉求总量。820余篇报道，这是平顶山日
报社全媒体平台《12345民呼必应》栏目三年来的刊发总量。

一宗宗民生诉求，承载着千千万万家庭和个人的“急难
愁盼”；一件件线索办理，关乎到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
力度；一篇篇民生报道，彰显了党媒服务群众的职责使命，也
在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今天是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上线三周年
纪念日。回望三年来的运行历程，平
台扛起了民生之责，也必将在一呼一
应中走向更为坚实的民生之路。

▶去年 3 月，经过报
道，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诉
求人（右二）向平顶山日报社

《12345 民呼必应》栏目团
队赠送锦旗。（资料图）

◀去年采暖季，记者
（中）走访了解我市部分居
民区供暖设施建设情况。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2021年 11月初，平顶山日
报社记者（右）追踪采访新华区曙
光街街道曙北社区一条背街小巷
22年未曾亮灯一事。

本报记者 王代诺 摄

12345民生热线是党委、政府密
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肩负着
听取民生诉求、为群众排忧解难的
责任和使命。

今年6月 19日，市长李明俊到
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调研
12345民生热线工作，强调要完善制
度机制，强化科技赋能，更加高效快
捷处理解决群众诉求，用心用情解
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不断提高广
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其
中，李明俊明确提出要科学优化
12345民生热线接听办理流程，建立

健全受理、交办、督办、反馈、考核、
回访等一整套制度，切实提高诉求
办理质效。

市长的殷殷期望，饱含着对社
情民意和群众利益的关切，自然也
是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
台努力的基准和方向。去年11月，
平顶山日报社在平观新闻12345民
呼必应掌上平台和平顶山日报、平
顶山晚报同步开设了《民呼必应·嘘
寒问暖》栏目，积极回应、解决群众
在供暖季遇到的各种问题。今年以
来，平顶山日报社与市热线办深度

结合，在平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和
平观新闻客户端推出“曝光台”“回
音壁”“记者追访”等《民呼必应》子
栏目。

辛苦付出，终有收获。平观新
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项目入
选“2022 年中国报业媒体融合‘用
得好’案例库名录”；平顶山日报《民
呼必应》栏目荣获河南省新闻奖一
等奖。商丘日报社等兄弟报社专门
前来学习这一项目实施的先进经
验。

岁月不居，纸短情长；纸端指

端，皆系民生。站在平观新闻12345
民呼必应掌上平台运行三周年的基
点上，平顶山日报社将持续秉承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新时代新闻工作的要求，努力践行
党的新闻工作群众路线，以人民为
中心，以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和部署
为指引，夯实“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走好全媒体时
代群众路线，进一步运行好 12345
民呼必应全媒体服务项目，为推动
解决更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贡
献党媒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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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主战场已逐渐转移到了
互联网，为适应新时代社情民意工
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三年前的7月
20日，由市委宣传部、平顶山日报
社共同主办的平顶山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融媒赋能工程启动暨平观新
闻手机客户端上线仪式在平顶山日
报社举行。当天，随着平观新闻手
机客户端的上线，依托该客户端开
通的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也同
步上线。这也意味着，群众通过指
尖就可以反映民生诉求，在拨打
12345民生热线之外又多了一条反
映民生问题的便利渠道。

“这是平顶山日报社积极适应
融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要求，对‘新
闻+政务服务’运营模式的一次有
益尝试，有利于发挥主流媒体参与
社会治理的专业优势，传递市委市
政府关切基层群众民生诉求的真实
声音。”在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
掌上平台上线当天，平顶山日报社
党委书记、社长刘泉说。

如 何 通 过 指 尖 向 平 观 新 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上传相关诉
求？首先，手机下载平观新闻客户端
App并安装成功，进入该客户端主
页面后，点击底部菜单正中位置的

“12345民呼必应”红字，进入相关板
块，通过上传文字、图片、视频中的
一种或多种方式即可反映问题。

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
平台能清楚地显示出诉求内容、诉
求时间、官方回复等，方便诉求人随
时随地查阅相关诉求的办理情况，
办理结果接受群众监督。此外，平
台还建立了保证诉求人个人信息安
全的机制，充分尊重诉求人的隐私，
消除其后顾之忧。

针对群众上传的诉求，平顶山
日报社记者及时根据市政府热线办
出台的相关受理范围进行审核受

理，市政府热线办及时形成诉求工
单下发各相关责任单位，报社记者
根据办理情况进行采访报道、跟踪
问效。

为加强对群众诉求所涉责任单
位的监督力度，提升其民生实事办
理效率和行政效能，今年，平观新闻
客户端《12345民呼必应》栏目又在
页面左上角的位置增加了“形式主
义举报专区”。

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时间里，平
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受
理群众诉求5100余件，其中4809件
得到办结，社会反响良好。

党
媒
赋
能

方
便
群
众
在
指
尖
反
映
民
生
诉
求

民生诉求无小事，一呼一应总
关情。在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
掌上平台受理的群众诉求中，既有
对城市提档升级、规划建设的前瞻
性建议，也有居民区物业管理不到
位、街头噪声扰民、水电气暖使用不
便等琐碎问题，平顶山日报社记者
常常“不嫌事小”，及时跟进报道，推
动相关问题解决。

去年10月，市民王女士分别通
过拨打12345民生热线和平观新闻
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台留言反映：

“湛河区姚电大道市招办外墙有来
源不明水流向马路，冬天一结冰，安
全隐患大。”12345民生热线多次派
单督办，多个单位现场查看，却一直
无人处理。于是，12345民生热线联
合平观新闻12345民呼必应掌上平

台共同追根溯源，推动问题解决。
为核实“流向马路的水”责任权

属问题，记者今年3月实地调研并
采访了市城管部门、相关街道和社
区以及民政、市招办等部门，同时针
对“流向马路的水”的成分问题，采
访了市自来水公司，历时两个月，用
刊发在平顶山日报社全媒体平台的
3篇扎实的调查报道，最终推动责
任部门改善了该路段淌水的现象。

“平观新闻 12345 民呼必应掌
上平台和平顶山日报社记者真有韧
劲，扎实的调研和客观全面的报道，
持续追踪一件民生小事，彰显了媒
体的社会责任。”反映人王女士由衷
赞叹。

“党媒的舆论监督真有力量，味
道也够辣。说实话，记者采访的时

候，我们压力很大，但是问题始终不
能回避，民意不可不正视，感谢党媒
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和鞭策。”事后，
记者采访中涉及的一个职能部门的
负责人说。

去年9月，市区新华路中段人行
道上的一棵大树被风刮倒，市民通
过12345民生热线反映：该路段的杨
树基本已到年限，容易被不利天气

“推倒”，希望有关部门更换新树。
今年1月初，不少市民发现新华路中
段路两边的杨树陆续被砍伐。1月4
日，平顶山日报社记者对这一情况
进行了追踪采访，并在平观新闻客
户端《12345民呼必应》栏目刊发新
闻《市区这段道路两侧的老杨树正
在砍伐更换》，次日的平顶山日报
《民呼必应》版也刊发了相关报道。

相关报道经平顶山日报社微信
公众号“平顶山微报”同步刊发后，
阅读量一路攀升，评论区微友跟帖
不断。网友们对新华路两侧杨树的
砍伐表示出了大力的支持和称赞，
针对更换成哪种绿化树，网友在评
论区掀起了“头脑风暴”。

仅平顶山微报发布的4篇相关
报道就引来了10万余人次“围观”，
7700 余位网友参与了平顶山微报
发起的投票，引发数百条留言热烈
讨论，多位热心市民联系记者表达
建议……最终促使市园林绿化中心
等职能部门充分听取群众合理化建
议，将新华路的绿化树确定成榉树，
并优化了新华路道路拓宽工程的原
有方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
积极的民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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