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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一键查”里感受民生温度
□文若名

最近，《重庆日报》报道了沙坪坝区在全
市率先打造“数字政策文件库”。今年3月，
沙坪坝区上线了一个“分类分级、集中统一、
共享共用、动态更新”的政策文件库，涉及多
方面政策信息。企业、群众只需从一个网络
端口进入，即可实现政策“一键查”。

沙坪坝区的探索，是重庆市加快开展数
字政务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实践中，能
够感受到为民服务的诚意和善用“数字”的
智慧。提供一站式、集成式政策查询服务，
使得各种政策信息“可见”“可及”“可得”，有
助于群众全面了解政策、更好办事，可谓是
一个惠民便民的举措。

政务服务上云端，是近年来各地各部门
普遍采取的行动。然而，此前的探索中，也
暴露出一些共性问题。比如，有的重开通、
轻管理，很多政策信息更新都不及时，“新
闻”栏中大都是旧闻；有的发布得倒及时，但
页面设置不够人性化，信息检索难度大；还
有不少单位和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涉及
交叉事项时，群众还是不得不四处辗转查政
策，劳神又费力。

群众的痛点，就是工作的着力点。如何
从便民利民的角度出发想问题、干工作，既

检验初心，又考察能力。随着数字重庆建设
的铺开，各地依托“渝快办”政务服务平台，
积极探索“一件事一次办”，整合信息、打通
数据“孤岛”等，让群众便捷获取政策信息，
实实在在提高办事效率。

打造数字政策文件库是个好举措，但真
正用好还需要下一番功夫。政策文件库不
是简单把政策信息堆积到一起，而且群众查
找相关政策信息，最终目的是办理相关事
项。那么，不妨在查和办之间建立桥梁，让
服务更进一步。上海市在这方面作出了有
益探索，当地“集成式发布政策库”，目前已
实现“阅办联动”“阅后即办”，点击“办”字图
标可直接跳转至相关办事页面。打造查找
政策信息和业务办理的闭环，群众办事必将
更方便。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运用“互
联网+”思维推进政务服务改革，已成必然
趋势。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
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将“政务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作为至 2025 年要实
现的目标之一。主动探索、积极实践，不断
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推出更多便民利民惠
民的举措，才能让城市发展的各类信息“梗
阻”越来越少，让群众对政务服务的满意度
越来越高。

近日，《我本是高山》上映，引发了广泛
关注。我们组织作者走进影院，观影后现
场发表观点，在此特作集纳——

“考试指定这个品牌，学校老师推荐的，价格确实不便宜，但不买不行”……有记者在杭州
市调查发现，十余年来，当地教育部门长期要求中考使用某一品牌的跳绳。该品牌跳绳单价达
78元，远高于市场同类产品。

点评：事实上，中考用绳并无明确标准。不便宜的专用跳绳，自然会让公众产生联想和怀
疑。当地要直面质疑，尽快给出清晰答复，也要思考如何改进跳绳测评方式，别为学生和家长
增添不必要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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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的背后是尊重

实事求是地说，《我本是高山》引发了一些争议。一
部文艺作品进入市场，受到赞美和批评都很正常。就这
一影片来说，透过众议纷纷，我看到的是大家对张桂梅
校长深深的尊重。

先说影片本身，它并不是纪录片，不必以是否100%
还原现实来评判其优劣。既然是公开发行的电影，片方
结合票房上的考量来塑造故事结构，也有自己的道理可
讲。为什么有的网友不买账？说到底，还是因为人们从
内心深处敬仰张桂梅，期待影片能把故事讲出更高的

“还原度”。
电影这一艺术形式，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当观众

掏钱购票，怀着对影片的热情、对张桂梅校长的钦佩走
进影院，却发现影片没有达到预期，有一些善意的批评，
应当予以理解。当然，也不能为了批评而批评，若伤害
到张桂梅本身，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 （张思滢）

关注现实的艺术目光可以更多些

《我本是高山》是我近期观看的第二部现实题材电影
了，影片算不上完美，但给我带来了真切的感动。

近年来，越来越多影视创作者们把目光瞄向现实故
事。以“时代楷模”毛相林及下庄人事迹为原型的《开山
人》、根据全国劳动模范周维忠事迹创作的电影《光明使者
周维忠》，都将陆续在院线上映。

艺术创作的目光投向真人真事，是一个好的趋势。现
实中，有很多平凡的人做着不凡的事。关注张桂梅、毛相
林等榜样式人物，能够引导观众们思考如何以小我成就大
我等问题。而这些人物克服困难的过程，又能为大家带来

“正能量”。当然了，好的故事值得好好讲，这需要影视创
作者们深入挖掘人物经历，找到“还原”和“加工”间的平衡
点，真正把故事讲到人们的心坎里。 （柳雨杉）

守住教育的初心

作为中学教师，我对《我本是高山》很有感触。
教育工作，是用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工作。大山

深处的张桂梅校长，帮助一群又一群学生冲破阻碍、走出高
山。这不仅考验着一位教育工作者克服实际困难的能力，更
从根本上检验其教书育人的初心。

这部影片的上映，再次向广大教育工作者传递了力
量和信心。当看到孩子们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写就更
美好的人生，作为老师，我感慨万千。跳出一个故事、一
部影片，在群山之中，还有许多以自己为烛火温暖他人
的山村教师，他们的形象，又何尝不是高山呢？ （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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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水投集团：奏响人水和谐旋律 书写兴水利民篇章
一座座水库巍然而立，拦腰截断

洪峰；一座座水厂穿越阡陌，送来一渠
渠甘泉；一座座电站拔地而起，提供源
源动力……

作为全国首家省级水利投资集
团，市水投集团成立二十年来，始终
聚焦水利工程投资建设、民生供水
保障、水资源综合利用等主责主业，
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推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提供坚强水保障，挺起了全市水资
源安全和千万群众民生福祉的“水
利脊梁”。

新发展
夯实主业 壮大产业

近年来，重庆水利建设捷报频传——
2022年6月13日，渝西水资源配

置工程西彭水厂至走马段管线顺利贯

通，为渝西工程长江水源和嘉陵江水
源互联互通、互调互济格局创造了条
件；2022年7月，总库容为1.52亿立
方米的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
验收；2023年5月20日，重庆藻渡水
库主体工程开工，建成后可新增年供
水量约1.79亿立方米，惠及渝南片区
343万人……

从掀起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热
潮到积极融入现代化水网体系，市水
投集团始终勇担使命、冲锋在前，不
断推动重庆水利产业发展迈上新台
阶。

近年来，市水投集团以《“十四
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为抓手，以提
升水安全保障能力为主线，建成投
用大中型水库75座，形成年供原水
能力约16亿立方米；建成运营城镇
自来水厂100余座，供水能力约280
万立方米/日；在渝西地区建成铜罐

驿、松溉长江提水工程和琼江提水
三大提水工程，新增提水能力45万
立方米/日……这些保障举措为全市
26个区县、1500万人口提供优质生
产生活用水，为350万亩农田提供水
源保障，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壮美画卷中描绘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新保障
提质增效 改善民生

“现在用水稳定得多了，一打开
家里的水龙头，就会流出清澈的自来
水，又清又亮。”近日，家住璧山区来
凤街道三星村村民冷蔚光欣慰地表
示。

补短板、强管理、促民生。市
水投集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

力为目标，稳步推进城乡供水一体
化建设。在铜梁、璧山等地高标准
建设一批惠民供水保障工程，采取
把关管网源头、改造老旧管网等措
施手段控制管网漏损，减少水资源
浪费，提升用水品质。自 2021 年
实施民生保障工作以来，共计完成
老旧管网改造 773 公里（含庭院管
网）、一户一表改造 2.94 万户、水
表轮换 51 万支，确保让群众喝上

“安全水”“放心水”“幸福水”。
科学调控、及时应对是有效破解

用水难题的重要举措。面对每年的高
峰供水时段，特别是去年夏季持续高
温干旱的严峻形势，市水投集团科学
合理调配原水资源，动态高效调度自
来水供应，统筹备用水源和应急工程
建设，多措并举打好高峰保水“攻坚
战”，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安全。

新变革
改革创新 释放活力

下好“先手棋”，打好“组合拳”，市
水投集团的改革如火如荼。

2020年以来，市水投集团全面加
强党建统领，以加快推动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为契机，全面完成1400余项改革
任务，持续深化央地合作、集团总部、所
属企业以及所属企业内部4个层面重
组改革，推动企业换挡提速、焕发发展
生机，该集团在市国资委对市属重点国
有企业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重点改
革任务评估中被评定为A级。

创新开展央地务实合作。市水投
集团整合13家供水、发电企业，成功
引入中电建路桥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
出资33亿元，共同组建渝水资源股份
公司，统筹调控渝西片区水资源分配，
进一步延长渝西水产业链条，助推当

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持续深化企业专业化重组。以

“一业一企、一企一业”总体思路为抓
手，市水投集团整合大足玉滩、巴南观
景口等10家原水企业成立原水资源
管理公司，整合优化全市60余座大中
型水库管理；完成4家市场化企业重
组，提升集团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切实
解决企业内部同质化竞争、“小弱散”
等问题。

下一步，市水投集团将始终坚守
初心使命、服务社会大局、扛起民生
之责，拉高标杆、奋勇争先、善作善
为，加快补齐我市重大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短板，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民
生能力水平，深入推进国企改革提
效增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不断贡献水
投力量。

刘茂娇 马俊卿 陈湘壹

基层统战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基层各项事业发
展和社会稳定。

2022年以来，巴南区在推进大统
战工作格局下创新基层统战工作，坚
持党建统领，聚焦知责明责、履责尽
责、督责考责三个环节，把“三清单一
办法”统战工作责任制贯穿基层统战
工作始终，推动统战工作与基层党建、
社会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基层统战工
作实现从“一家做”到“大家做”、从“要
我做”到“我要做”转变，在基层形成了
同心划船、同向发力的工作局面，打通
基层统战工作“最后一公里”。

落实“三张清单”
基层统战工作“有章可循”

近日，龙洲湾街道工作人员在走访
民营企业中，了解到重庆林间小墅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孝林打算扩大
规模，将盘龙湖周边进行整合升级打
造。得知这一情况，龙洲湾街道党工委
书记唐家伟积极协调区规资局、农委等
相关部门，为李孝林解决了实际问题。

这只是巴南区做好统战工作的一
个缩影。

2022年以来，为便于基层切实履
行工作责任，巴南区开出“职责任务清
单”“服务对象清单”“工作机制清单”等
三张清单，将统战职责任务、方法步骤
等以“清单”形式呈现，具体梳理出136
条重点任务，明确5项具体事务操作流
程和工作标准，对17个区级部门、5个
园区和23个镇街以及村（社区）重点团
结服务对象作了明确，让基层统战工作
职责任务一目了然。指导基层单位明
确党委、党委书记、统战分管领导、其他
班子成员、统战干事及其他岗位的责任
定位和基本要求，推动责任层层落实，
还让镇街按照“三清单一办法”统战工
作责任制，结合实际、细化完善本单位
统战工作履责方案，做到了“一镇街一
方案”，有效将统战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使基层统战工作“有章可循”。

统战融入治理
基层统战工作“有力可使”

9月27日，巴南区土桥正街社区

组织土桥片区小组统战成员开展了
“三缘·同心”交流分享活动，重庆珍爱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安勇主动
联系土桥党总支报名参加，为社区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

张安勇说：“一周前，我在微信群
里了解到我们土桥片区成立联谊小

组，感觉组织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参与
活动方便了，我们也会尽我们所能为
社区贡献微薄的力量。”

“通过建立村（社区）网格员与统
战联络员共用机制，花溪街道在291
个基层治理网格，明确了94名统战联
络员，更好做好团结服务工作。”花溪

街道党工委书记盛慧娟说。
知责明责是履责尽责的前提，为

更好落实清单责任，巴南区实施“人员
融入”“业务融入”“作用融入”，有效推
动统战工作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开
辟了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据统计，去年以来，该区镇街发挥
统一战线优势作用举办技能培训、法
律咨询援助等公益活动100余场，进
一步增强了辖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采取“三个转变”
基层统战工作“有尺可量”

好的政策制度，还需要严格的措
施保障。巴南区统战工作聚焦督责考
责，采取“三个转变”，压紧压实基层统
战工作责任。

坚持有责必问、有绩必奖，把督
查、考核、追责有机结合起来，该区将

“专项检查”变“定期交流”，转变以往
督查搞评比的方式，组织镇街开展交
叉检查。

此前的“年底通报”，也已变为“常
态通报”。建立统战部与巡察办、督查

室协作配合机制，将履行统战工作责
任事项纳入督查巡察清单。同时，借
助数字赋能将督查、巡察发现的问题
实时录入“885”问题库，促使基层及时
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

此外，该区还制定《统战工作履职
评价办法》，将平时整改、督查巡察、年
末考核情况纳入评价内容，将结果运
用于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对评价优
秀的给予经费激励，对评价不合格的
约谈、问责、调离。同时，纪委将统战
履责纳入执纪问责范围。

随着巴南区统战工作“党建统领·
巴方尽责”机制建设由点及面、稳步推
进，初步形成了主体明晰、有机协同、
层层传导、问责有力的责任落实机
制。未来，还将进一步分类指导基层
压实统战工作责任，聚焦特色、立足特
色，打造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标
志性成果，做到统战工作有声音、有形
象、有示范、有品牌。

张砾丹
图片由巴南区委统战部提供

巴南 党建统领打通基层统战工作“最后一公里”

龙洲湾街道负责人现场解决重庆林间小墅旅游开发公司生产经营问题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统战在行动统战在行动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周欣

全红婵再次刷屏！在日前进行的2023
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陈
芋汐夺冠，全红婵获得亚军。赛后有观众现
场质疑裁判，网上各种版本的“黑幕”更是层
出不穷，引发网民关于体育“饭圈化”的热议
和抵制。

“饭圈”现象起源于娱乐圈，其显著特征
之一就是“爱豆”必须无往而不利。一旦“爱
豆”的表现没有达到预期，一些人就会认为，
必有“黑幕”，一些非理性的声音会瞬间甚嚣

尘上。“饭圈”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则是侵扰他
人隐私。

体育“饭圈化”存在已久。此前，樊振
东、王楚钦和杨舒予等知名运动员曾公开呼
吁抵制这一现象。这一次，作为全红婵的师
兄，跳水奥运冠军何冲也批驳“全红婵被压
分”的说法，表示“饭圈化的思维和言行十分
可怕”。

体育“饭圈化”对体育项目的推广和运
动员的成长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
公众的关注点发生偏移，对于运动项目本身
的关注减少，只聚焦场外情况发出莫须有的
恶意猜测，不利于运动项目推广和可持续发
展。其次，给当事运动员以及相关人员造成
困扰，增添思想负担和心理压力，降低自我
反省和学习的能力，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竞

技水平和良性竞争。更深层次的危害则是
打击了我国蓬勃发展的体育事业，社会各界
努力打造的“公开、公平、公正”以及“道德、
风格、干净”的赛事环境被视而不见。

当前，刹住体育“饭圈化”之风，为体育
事业发展营造风清气爽的舆论环境十分必
要。

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就是难以预知结
果，拼的就是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言弃的坚毅
品质。作为看客，我们每个人有支持和喜爱
某位运动员的权利，但这种支持和喜爱应该
出于理性，且有一定边界，要学会理性看待
运动员的表现和输赢。

运动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运动员正是通
过一次次的成功和挫折考验，不断汲取经验
教训，继续前行。我们希望运动员在面对纷

繁复杂的外界言论时，能守住初心、保持“人
间清醒”。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运动员很难
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外界的过度追捧和
盲目讨伐，容易让人产生错误认知。一些平
台在类似事件中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相关
话题的传播和发酵，不能“作壁上观”坐收流
量红利。

两年前，中国奥委会曾经发布声明，号
召社会各界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理性追
星，避免不当言行，坚决杜绝“饭圈”乱象向
体育领域蔓延。

作为体育爱好者，我们应尽可能提供更
多正能量的“阳光雨露”，助力运动员“茁壮
成长”。

（新华社贵阳1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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