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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光

打开手机就能体验 VR 全景漫游、欣
赏高清数字文物、观看微纪录片……这是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云上博物馆”带给观
众的别样文博大餐。上线至今，“云上博物
馆”访问量达到数十万次，视频内容点播总
量近千万次。

从一湖碧水、翠屏环抱的万州，到长
江、彭溪河绕城而过的云阳；从“中华诗城”
奉节，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
四季云雨”的巫山……重庆山清水秀，历史
悠久，文明璀璨。

得益于此，重庆拥有各式各样的博物
馆，如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巴渝民俗博
物馆，等等。穿越历史长河、坐拥宝贵文
物，这些博物馆是讲好重庆故事的有效载
体，也是坚定文化自信，加快推动文化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场所。然而，由于时间、空间等约束，许多
人都难有机会亲自走进博物馆一睹为快。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让博物馆“走”进千

家万户、融入市民生活，重庆在全国率先推
进云上博物馆集群建设，积极打造产业融合
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的新模式，试点重庆三峡
移民纪念馆“云上博物馆”，让市民群众足不
出户就能享受文化盛宴，赏鉴各类珍贵文
物，在边学边玩中探秘经典，感受历史。

用“云上博物馆”讲深讲活重庆故事，
是文化宣传的新形式，更是借助数字技术
推进文化传承的生动实践。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让巴渝
厚重历史活起来、火起来，就要善于用各种
各样的新颖方式讲好重庆故事，吸引广大
市民主动了解山城，对外宣传山城，增强新
重庆的文化影响力，让巴渝历史文化浸润
更多心灵，推动新重庆文化事业不断繁荣，
迈上新台阶。

期待重庆借力更多“IP+文创”“博物
馆+互联网”技术，推动更多博物馆上

“云”，进一步普及文博服务，推进文博事业
创新发展。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发展
模式，做大做强文化大数据平台，让巴渝文
化不竭传承的力量，跨越大山大江，悠悠回
响，为新重庆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新动
力。

用“云上博物馆”
讲好重庆故事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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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正确的
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正
确与否，直接决定调查研究工作的成功与否。
只有真正下沉到最基层，下沉到第一线，才能弄
清事情的原委曲直，找准问题，对症下药。

沉到一线去，就必须坚决反对调查研究中

出现的不正之风。一些人，把调查研究当成了
应付上级检查的“苦差事”，或是坐在办公室
拼凑报告，从网上抄、在材料堆中找；或是直
接将调研任务推给基层单位，然后在完成的
材料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调查研究”
有名无实，归根到底，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
义在作祟，不仅起不到作用，还会让上级部门
因为不了解基层真实情况而决策失误，误事又
误民。

沉到一线去，就要直接与一线的群众接
触，掌握真实情况。调研工厂的工作，就要下
沉到工厂车间，与工人师傅面对面交谈；调研
农村的工作，就要下沉到田间地头，亲自了解

农户的生产生活和所需所盼；调研机关单位的
工作，就要下沉到最基层的办公室和服务窗
口，掌握基层工作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而不是
人沉下去了，却不在一线工作人员那里了解情
况，反而直奔单位领导，以听汇报、要材料代替
调查研究。这种“调查研究”，尽管人沉下去
了，但距离一线还是有“最后100米”，同样也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

沉到一线去，还需要有真诚、谦逊的态
度。与群众接触就要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
请教，并且要学会用群众的语言，站在群众的
角度思考问题。在调研期间，要做到与群众同
吃同住同劳动，对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感同

身受、换位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真实情
况，发现真问题，真正地解决好问题，辅助科学
决策。

沉到一线去，还要在调查研究结束后与一
线同志保持联系。既不能搞“事完账了”，图完
成任务了事，也不能把一时一地调查研究掌握
的情况，作为长期、全面、一成不变的情况去做
决策。因为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在瞬息万变
的时代更是如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与调
查过的一线群众保持联系，把他们当成亲人，便
于随时掌握一线真实情况。只有这样，调查研
究才会有成效，工作才会高质高效推进，群众才
会从中受益。

沉到一线去沉到一线去 找准真问题找准真问题

近日，有消费者网购了一台“格力”空调，收货后发现商品包装上的品牌竟是“木各力”，且空调配备的铜
管只是铝管表面镀了一层铜。商家表示此产品为正品，可以换货，但拒绝退款。

点评：格力变“木各力”，康师傅变“康帅博”……在消费领域，“李鬼”冒充“李逵”的例子并不少见。“618”
电商节将至，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督查力度，为消费者权益保驾护航；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避免买到“碰瓷”
货。

画/王琪

两江新区
全力推进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两江新区各级各部门成立了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专班，以“防大灾害、控大事
故”为目标，以“785”工作为抓手，全面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和安全防范措施。聚焦建筑、工商
贸、消防、危化、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和重点环
节、重点部位、重点隐患，全覆盖、无死角开展事
故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当前，全区检查市场主体1278家次，排查
隐患5708项，已整改4813处，处罚市场主体
475家（个）。发现重大隐患4条，已挂牌1条，
其他正在推进整改中。

两江新区在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中，非
常注重群众多年困难没有解决的问题。云卉路
社区花朝小区为农转非居民安置小区，建成于
2005年，位于云竹路73号，其中一期11、13幢
边坡自2015年开始出现变形，由于雨水长期侵
蚀导致泥土沉降，且逐年有加剧迹象，造成挡土
墙发生移位存在滑坡安全隐患。该隐患涉及周
边总建筑面积约12500平方米，周边居民166
户。2022年9月，两江新区组织相关部门、街
道和相关专家对该项目应急抢险方案进行了会
商会审，方案通过评审后，由相关单位负责抢险
施工，该项目共修建挡土墙约90米，工期4个
月，投资约220万元。目前，该应急抢险工程已
全部完工，并通过相关单位验收合格。

近期，两江新区人和街道733户转非安置
房阁楼燃气安全隐患整治已全部完成。据悉，
人和街道和睦路社区、龙寿路社区、万寿山社
区、万年路社区四个转非安置小区顶层住房上
层为阁楼，在2003年转非居民安置时将坡屋顶
阁楼层高2.2米以上的面积计入了下一层房屋
产权面积，致使居民为了方便出租使用从下层
产权房屋内私拉乱接天燃气管道至阁楼。因长

年日晒雨淋，软体气管极易老化开裂引发火灾
及燃爆事故。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两江
新区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现已于5月底前全
部完成，对440户符合整改条件的规范整改，
293户不符合整改条件坚决取缔。

璧山区
多举措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为推动重大安全风险防控措施落地落实，
璧山区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多措施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抓牢责任落实。璧山区全力抓好“两个端
头”责任落实，抓镇街、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关
键少数和企业一线员工这个重要群体；抓好压
力传导、责任有效落地；抓严格考核，让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三个必须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真正落地到位。

抓好统筹督查检查。通过政府执法的按
法律来推动管事的按规矩管，通过管事的有了
压力按规矩管后来推动干事的按规矩干。通
过定期调度、明查暗访、清单管理、联合检查等
工作机制，强化执法和事故调查的结果运用，
让做得不好的企业处处碰壁、无路可走，感受
到压力，受到触动，不得不主动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倒查机制，对隐患整治走形式、走过
场的，及时约谈通报，情况严重的按规定予以
问责处理。

加强数字应急管理。一是推进安全问题清
单建设，吃透弄懂管控力评价细则的新变化、新
要求，全力保住靠前位次。二是以“必安网”场
景应用为突破点，积极探索建立数字化智能化
应急安全治理“璧山方案”，用数字理念为全区
安全发展赋能提效。

加强企业员工培训。针对全区内工贸行
业点多、面广、安全隐患多，璧山区培训了242

家“两涉一有限一使用”企业，使参训企业明确
如何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如何进行隐患排
查治理，全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牢牢守住安
全底线。

同时，各相关部门实施严格的监管执法，帮
扶指导重点乡镇街4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13
家次，指导企业整改自查的重大事故隐患2个。

武隆区
拧紧责任链条抓好地质灾害整治

武隆区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
动以来，全区上下拧紧责任链条，全力打好防灾

“主动仗”。针对辖区各类地质灾害点、人为工
程活动频繁的在建项目、电站为主的水利设施、
旅游景区等重点防灾区域进行全面排查，提前
监测隐患点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及时有力处
置险情。

近年来，武隆区每年都要多层次组织开展
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应急队伍的救援
水平，有效提高广大群众应对突发地质灾害的
能力。2022年5月19日，黄草村陡磊子村民报
告其房屋地面发生裂缝，经相关部门会商研判，
立即组织核心威胁区3户、6人撤离避让，同时
设立简易监测点、落实2名监测人员，每2小时
监测一次，充分发挥了群防群策作用，有效堵住
潜在隐患苗头，提前规避地灾风险。

武隆区对全区已发现地灾隐患点安装智能
化监测预警装置，对不适合治理的隐患点，通过
争取“金土地工程”补助，将地灾危及区域的群
众住房予以整体搬迁；对必须治理的地质灾害
隐患点，积极争取工程项目治理，有效缓解和防
止地质灾害隐患对周围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
化，变被动防灾为主动防治。同时，全区充分发
挥驻守专业技术队伍作用，强化“人防+技防”
功效。在接到险情通知后，驻守地质专业人员

及时赶赴现场核查，准确分析研判隐患风险和
发展趋势，为落实防灾责任和防范措施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克服困难推进综合治理。

据悉，今年以来，武隆治理地灾29处，投入
治理资金3033.11万元，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开州区
统筹协调地质灾害防治救援

开州区是我市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县之一，
全区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有888.1平方公里，被
纳入“四重”网格群测群防体系的地质灾害隐患
点548处（滑坡492处，危岩40处、泥石流1处，
不稳定斜坡15处），威胁15320户61235人按
照“1+2+5+N”模式。

自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以
来，开州一改过去多头管理、统筹协调，齐抓共
管。发挥地指办“统”的关键作用，构建“响应前
行业部门‘一条线’主抓，响应后全区‘一盘棋’
作战，发布指令后相关各方‘一张网’备勤”的联
动响应机制。

抓双主任制。严格落实“双主任”工作机
制，做到信息互通，文件共签，工作共抓，责任共
担。

抓会商研判。系统谋划全年、汛前、汛中、
汛后等阶段趋势分析和工作部署会，加密重要
天气过程临灾会商、指挥调度，研判形势、查找
问题，明确重点、科学应对。

抓工作协调。统筹解决全区地灾防治救
援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做到同研究、同决策、同
部署、同解决、同督查，确保思想一致、口径一
致、行动一致。健全完善“应急综合统筹、行业
属事职责、镇街属地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地灾
防治责任体，确保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见成效。

城口县
狠抓隐患治理 筑牢防灾减灾基础

城口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山高坡陡、地质
条件差，自然因素特殊，汛期和冰雪时间持续
长，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城口县采取清单
化管理模式，狠抓隐患治理，筑牢防灾减灾基
础。

城口县对排查出的445处公路周边地质灾
害点实行清单化管理，建立“巡查—研究—核查
—处置—督查”问题工作机制。一是设置醒目
警示标志标牌，落实一对一专人监测预警；二是
及时聘请专家现场踏勘，评定风险等级，逐一制
定整治方案，及时开展隐患治理。今年来，启动
一级地灾整治工程1处，二级地灾整治工程2
处，完成工程量投资约800万元；三是及时采取
机械和爆破等措施对公路领域隐患进行除险清
患作业。对暂不能整治的，纳入交通智能化监
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监控巡查预警，确保
发生险情第一时间“叫应”各级应急处置人员，
及时采取熔断机制，必要时果断采取改线、停
运、断道、撤离等应急处置措施，形成预警和响
应闭环，确保车辆、行人安全。

今年以来，城口县对龙田乡、复兴街道、葛
城街道、庙坝镇、鸡鸣乡等地发生的10起地质
灾害隐患点，组织市级专家和驻守地质工程师
驻点开展现场核实，指导乡镇街道撤离避让群
众31户98人，并落实监测预警、人员管控措
施，严防灾害发生造成人员伤亡。

苏崇生 李海霞

我市紧盯突出问题 纵深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切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专项排查整治20232023行动行动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自4月份国务院安委会印发了《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以来，我市各区县、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责任落实了没有、工作到位了没有、风险隐患消除了没有”狠下功夫，紧盯突出问题，纵深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确保全
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当前，我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已进入第二阶段，各区县、各级各部门切实增强专项整治行动的针对性、有效性，克服困难，深入排查“厂中厂”“九小场所”、城中
村、高层建筑、旅游景区等高风险场所消防隐患，标本兼治解决地质灾害、矿山、危化品、工贸领域超能力超强度生产、老旧设施带病运行、有限空间违章作业等顽症痼疾，加大重
点地区指导帮扶力度，落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王思北

“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应当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

‘法不责众’错误倾向。要重点
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
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起草的《关于依
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亮相，彰
显司法机关、执法部门依法惩
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决心，
坚定了全社会打击网暴的信
心。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时
有发生，不断刺痛着人们的
心。在网络上针对个人肆意发
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
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
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有
的造成严重后果。

网络世界里，一句恶意的
评论，一键转发的谣言，甚至一
个不经意的点赞，经过一次次
传播后，其影响可能被无限放
大，给受害者造成不可挽回的
伤害，同时严重影响社会公众
安全感。互联网没有局外人，
如果任由网络暴力蔓延、戾气
横行，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
一个受害者。

惩治网络暴力，要扎紧法律的篱笆、制度的
笼子。我国刑法、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法律均对遏制网暴作出相
关规定；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文件、发布典型案
例、开展专项行动等，不断完善治理网暴的法律
制度，对网暴者依法坚决“亮剑”。这次公布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对准确适用法律、畅通
诉讼程序、完善综合治理措施等，作出更加明确
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将为惩治网暴进一步织密
法网。

惩治网络暴力，要落实主体责任。网站平
台作为信息内容管理的责任主体，不能被流量
左右，要架起“高压线”，对网络暴力行为亮出

“红牌”。同时，也要通过风险提示、一键防护、
私信保护、举报投诉等方式，帮助网民及时有效
防范网络暴力侵害。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网暴
离你我并不遥远，惩治网络暴力需要从你我做
起，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共同抵制网络暴力，共
同建设美好和谐的网上家园。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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