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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机遇抢抓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机遇

□胡正珍

近日，苏州大学一男生恶意修图侮辱女性的事件引
发热议。受害女生称，该男生曾多次盗用女同学及女性
朋友照片上传至色情网站，并对女性“造黄谣”。目前，公
安机关已对该男生作出行政处罚的决定，苏州大学也对
其予以开除学籍处分。

近年来，类似事件时有发生。因被“造黄谣”而
自杀身亡的“粉发女孩”还未淡出人们视野，苏州大
学“造黄谣”事件再次点燃人们的怒火。一个又一
个刷新底线的事件持续冲击大众的认知，不知从何
时起，网络慢慢变成了谣言的“温床”，变成了伤人
的利器。

网络谣言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有时甚至
是不可逆的。如今，互联网虽有实名认证、IP显示等新
规，但在网络“马甲”的掩护下，仍有部分人漠视法律和道
德，肆意散布不实谣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被造
谣者往往需要花费数倍的时间辩驳“谣言”，进行本就没
必要的自证。

回到苏州大学“造黄谣”事件，笔者想起了一句话：
“看到别人和女性一块走，他马上想到一些最脏最丑的情
景，并去写几句他自以为最毒辣，而其实是不通的诗和
文，发泄他心中的怨气。”“造黄谣”的行径是卑劣可耻的，
批评这件事之余，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黄谣”快速传
播，屡禁不止，到底是谁在推波助澜？是什么样的风气让

“键盘侠”屡屡得逞？比“黄谣”危害更大的，是一个默许
谣言传播的网络环境，是一些人娱乐至死的心态，是部分
人事不关己的冷漠。

网络不应也不能成为谣言的“温床”。让人欣慰的
是，这一次，人们纷纷声援受害者的维权诉求，谴责造谣
者的卑劣行为。这说明，治理网络谣言，不仅拥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也凝聚着强烈的社会共识。当下，网络世界与
现实世界正在深度融合，营造清朗网络风气迫在眉睫。
接下来，更需各方共同携手，用法律法规加强硬性约束，
用人心所向治理网络风气，把网络谣言关进“笼子”，保护
更多公民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

网络不该成为
谣言的“温床”

调研要把问题找实困难摸准

画画//朱慧卿朱慧卿

□臧博

近日，明月湖数字经济暨卫星互联网产
业创新发展大会成功举办，国家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试验区核心承载体暨卫星互联网产
业园（简称“重庆数创园”）正式揭牌，首批50
家企业签约落户。在推进以卫星互联网为
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上，重庆又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重庆为什么选择空天信息产业？为什
么在卫星互联网产业上发力？重庆有什么
优势？一系列问题，将空天信息产业和新重

庆建设联系了起来。
这是新重庆建设的新机遇。空天信息

产业是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规模和
增量十分可观。许多省市在2023年相继发
力，准备抢占空天信息产业的先机；许多厂
商也积极入场，准备大干一场。所谓机遇
期，就是大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谁审
时度势、主动作为，谁就有机会将领跑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为了抢抓机遇，重庆积极谋划、提前布
局。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卫星互
联网等未来产业集群；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以卫星互联网为引领的空天信息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卫星互联网产业
园。近日，重庆数创园应运而生，为发展数
字经济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提供了重要
平台和载体。

这是新重庆建设的新选择。当下，我国
卫星及应用产业已经形成了五大集聚区，其
中就有川陕渝集聚区。今年的重庆市政府
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快布局卫星互联网、硅
基光电子等产业新赛道”，多次表明了重庆
的决心，为逐梦空天产业，培育千亿级产业
集群提供了清晰指引。

做出了选择，就要付诸行动。重庆近期
频繁对接头部企业，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去
年年底，市委主要领导会见中国星网集团相
关负责人，对深化合作等提出了一系列战略
设想；3 月 14 日，在央地携手合作落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共建现代化
新重庆座谈会上，重庆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等深耕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央企进行了签约，
共绘空天信息产业集群蓝图。

这是新重庆建设的新名片。空天信息

产业具有极高的产业辨识度，是新重庆建设
的重要有形载体。空天信息产业能够带动
形成以设备制造、卫星运营、数据应用服务
为主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培育规模庞大、联
系紧密的产业集群，带动更多就业，汇聚更
多人才，助推重庆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蓬勃发展的空天信息产业，会成为新重
庆闪闪发光的新名片。

但是，也要看到，重庆发展空天信息
产业，还存在着不少短板、面临着许多问
题。如在人才供给体系、产学研合作、产
业项目加速落地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
做。但是，只要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唯
实争先，真抓实干，就一定能提质提速卫
星互联网产业发展，助力空天信息产业稳
步前行，为实现新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
多数字力量。

□张燕

近日，《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
作方案》发布。继李强总理“高手在民间”的
发言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再出“大招”，列
出12个方面调研重点，逐项推进，直击难点，
释放出“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强烈信号。

调研，是一种典型的问题导向。我们常
说，建设新重庆，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
要求。这些“新”，坐在办公室理不清，想破
脑袋想不透，非调查不可知、非研究不可解。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调研尤其如
此。经济发展的事，不沉到产业一线，就是
纸上谈兵；企业群众的难，不面对面交流，就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局限于走马观
花，把“盆景”观赏一番，把汇报再听一遍，难
免错过心声、误判问题。

新重庆建设，需要在方方面面发力。发
力的准确度，就取决于发现了多少“真问题”。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
相。真问题，往往体现在“企业的某次交流
中”，隐藏在“群众的某句抱怨中”。必要的

时候，要蹲点式调研、沉浸式调研，下一番笨
功夫、苦功夫，把问题找实，把困难摸准。

观察科技创新的进展，就要常去西部
（重庆）科学城、金凤实验室等处看看，实时
跟进驻园企业的发展成果和下步规划，了解
技术迭代和应用卡点。

了解对外开放的情况，就要多去果园
港、自贸试验区转转，深度了解推进制度型
开放、加强各类通道互联互通、提升开放载

体能级等方面存在的短板。
熟悉民营经济的现状，就要常态化实地

走访，详细询问企业在市场开拓、企业融资、
物流运输、稳岗拓岗等方面的困难，对症下
药，提振信心。

找准数字经济的抓手，就要通过一线调
研，强化需求导向、梳理核心业务，突出多跨
协同、找准应用场景，优先解决最现实最紧
迫的问题……

除此之外，新重庆建设，需要深入调研的
领域还有很多。除了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
卷调查、专家调查、抽样调查等传统方式，还可
以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
展调查研究，提高调研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手段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下沉
一线是基础，深入思考是关键。调研者要具
备系统观念，在抽丝剥茧中加以辨别，为解
决问题提供精准靶向，特别是对那些具有普
遍性和制度性的问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
深层次关键性问题，以及难题积案和顽瘴痼
疾等，要研究透彻、找准根源和症结。

症结既明，就要对症下药。只看问题，不
出对策，调研效果同样大打折扣。大兴调查研
究之风，就是要借着这一股风，把问题找出来，
做成清晰的台账，实行目标制定、打表推动、调
度督导、评估销号等全链条管理，对短期能够
解决的，立行立改、马上就办，对一时难以解
决、需要持续推进的，明确目标、紧盯不放，确
保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不放手。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
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今年是新
重庆建设的开局之年，更为艰巨的任务、更
为复杂的情况还在后面。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就是要方向更明、发力更准、措施更精，
走出一条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新路子，取得新
的突破性进展，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

涪陵区
早部署早行动抓好春季森林防灭火

今年春防工作，涪陵区突出从工作的前瞻
性和基础性谋篇布局，今年初就积极行动，从
预防和救援两个层面为春夏防及全年工作打
下了基础。

涪陵区一开年就召开春季涉林乡镇（街道）
森林防灭火专题会议，动员部署春防工作。从
思想认识、责任落实、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火源
管控、应急准备、督导检查七个方面作出全面部
署。明确区森防指各成员单位春防任务，重点
从宣传发动、隐患排查整治、野外火源管控等预
防层面细化落实，列出时间表、任务单，打表推
进。从预案修订、队伍建设、物资储备、培训演
练等救援层面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夯实救援基
础；强化考核，由区森防指办公室牵头，组织相
关成员单位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各任务单
位、涉林乡镇（街道）开展明察暗访、督导检查。
根据天气情况，区森防指因时因势召开对春季
调度协调会议，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措施，确
保全区森林防灭火形势安全可控。

同时，涪陵区从体制上进一步明确森林防
灭火工作定位，厘清重点成员单位职能职责，为
充分应对不同时期森林防灭火工作，提早开展
森林灭火救援应急队伍调度集结盲演、火场信
息化传输拉练，紧绷备战迎战思想。对连晴天
气及森林火险较高时期，区应急局直属队伍前
置驻防，开展带装巡护，队伍携带灭火机具深入
林区一线开展“走山走水”，一方面熟悉当地“山
情”“林情”“社情”，为战时灭火救援做好准备；
另一方面靠前处置突发火情，沿途宣传森林防
灭火，增强林区群众防灭火意识，严阵以待春季

森林防灭火工作。

梁平区
开展春季烟花爆竹打非森林防火

梁平区加大宣传力度，紧盯重点区域，严防
村口山口，强化火源管控，全力做好春季烟花爆
竹打非森林防火工作。

梁平区对全区范围内烟花爆竹仓库、销售
店、运输进行了打非专项巡查，出动执法人员
78人次，发放宣传资料867份，提升人民群众
安全意识，并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摸排。
今年，梁平区政府同33个乡镇（街道）、2个国有
林场签订了森林防火年度工作目标责任书，落
实林区经营单位森林防火主体责任，扎实开展
森林防火宣传“五进”活动。同时与四川省大竹
县开展联合宣传活动，通过各类媒体对防火信
息进行了报道。

梁平区全面推广使用“国家防火码”，在全
区87个防火哨卡全面推广扫码入林。严格落
实全区395名专兼职护林员巡护责任，加强林
区林缘旅游景区、加油站、学校、农家乐、寺庙、
输气管线等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
防范和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风险。截至目前，已
开展森林防火检查335次，发现违法行为和安
全隐患78个，对肇事者进行从严、从重处罚。

武隆区
切实加大森林隐患排查治理

随着春季旅游和农事活动逐步进入旺季，
林区重大风险隐患集聚放大。武隆区进一步分

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区森防指研究印发
《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要点》。

武隆区全面加大森林隐患排查治理，与属
地、重点企事业单位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明确
重点工作任务，压实各级责任。采取分级负责、
分片包干和派驻蹲点等方式加强调度督查，切
实将防灭火责任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确保
事有人管、火有人防、责有人担。

按照“1+7+N”会商研判机制，武隆区组织
公安、农业、林业、气象、供电等单位及时开展森
林火险趋势会商，根据气温实际及时发布森林
火险预警，强化“一地一策”做好预防。按照

“1+5+21+N”模式组建区级综合应急救援支队
和片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有序推进200万元
应急救援物资采购，督促指导属地强化物资配
备和日常维护管理。指导属地结合实际开展森
林防灭火应急演练，提升应急扑救能力。强化
应急队伍备勤值守，确保发生火情火险打早、打
小。区政府督查办、区森防办、区公安局、区林
业局组成督查组对各乡镇（街道）、有关企事业
单位森防工作情况开展明察暗访，并严格落实
通报约谈。截至目前，通报3期，通报、约谈单
位5个，排查治理各类问题隐患153个。

云阳县
实施“实名制”安全监管与服务

云阳县下发《云阳县2023年安全生产与自
然灾害防治工作要点》，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
全，解决安全生产新问题，筑建应急管理新防
线，营造安全生产新环境。实施“实名制”安全

监管与服务，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以新安全
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新征程新云阳
开好局起好步营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环境。

抓党政领导干部务实履职。坚持党政领导
干部清单式履职，制定安全生产责任清单、重点
工作任务清单、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工作
指导手册等制度，将主动发现和研究解决突出
问题作为履职重要标准。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
部工作纪实报告制度，强化重要时段、重要节点
履职调度。落实安全生产述职制度，将责任落
实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常态化
运行警示曝光机制，严格落实通报约谈、末位发
言等措施。

抓统筹部门实体化运行指导。聚焦安全生
产与自然灾害防治重点管控企业（单位），规范
开展“分级监管、划干分净、落到人头”实名制监
管服务。根据安全风险和规模大小，按县、乡镇
（街道）分级明确行政负责人、行业监管部门负
责人、企业（单位）责任人“三个责任人”，及时调
整优化，统一挂牌公示。严格“三个责任人”履
职标准，行政负责人、行业监管部门负责人每月
至少开展1次检查指导，每半年完成1次挂牌
企业（单位）指导检查全覆盖，在重要节点、复工
复产、出现险情、发生事故等特殊时期务必到场
履职。

巫山县
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

今年以来，巫山县全面排查消除地质灾害
隐患。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地质灾害春季大
排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乡镇（街道）、各驻守

地质队伍、各专业监测队伍全面细致开展春季
大排查，按照“点线面”综合防控体系工作思路，
深化工作机制，严格有序推进排查工作。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查找不
足，补齐短板，总结规律，高质量完成排查工
作。以除险清患为目标，对排查新发现的隐患
点要做到“一点一策、一线一策、一面一策”，按
照轻重缓急推进。

夯实“四重”网格化管理体系，坚持干部“三
级”督导机制。落实县地灾整治中心，地灾防治
专职工作人员9名，驻守地质队员28名，片区
负责人26名，群测群防员837名。建立29个
督导工作微信群，对全县1020处地灾隐患点由
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督导各乡镇（片区）负责人和
驻守地质队员。各乡镇（片区）负责人督导干
部，每名干部督导1-3处地灾隐患点的群测群
防员，确保群测群防员认真履职，切实加强巡逻
排查、应急处置和信息上报工作。

要求各乡镇、街道针对辖区内的每处地灾
隐患点至少组织开展一次简易演练，5月中旬
前全部完成培训演练。截至目前，全县有地质
灾害隐患点1020处，其中滑坡885处、危岩（崩
塌）111处、不稳定斜坡11处、地面塌陷7处、泥
石流 5 处、地裂缝 1 处，影响居民 25050 户
110217人。

苏崇生 李海霞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应急部关于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指示精神，针对历年来春季各类安全生产
与自然灾害多发高发的规律，我市应急系统坚持目标导向，把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作为开展工作的首要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全面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
故作为当前抓好安全治理的行动方向，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各区县、各部门分兵把守、压实责任、狠抓落实，按照“过筛子”的方式排查各类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各行业领域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重点检查事项、重大
事故隐患清单，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排查治理，全面推动春防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我市全面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春防行动

《《 区 县 动 态 》》

全面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春防行动全面开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春防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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