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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大索朗曲珍）近
日，全市基层治理效能大提升行动部署
会召开，充分体现了市委大抓基层、大抓
基础的鲜明导向和坚定决心，给全市明
方向、定调子。会后，林周县迅速掀起学
习会议精神热潮，为谱写基层治理现代
化新篇章添砖加瓦。

会议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
点。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现代化要求，
聚焦强基固本、赋能增效、共建共治“三
大目标”，坚持标准化、精细化、智慧化、
法治化“四化融合”，实施“五项工程”，下
大力气解决基层不强、落实不力、治理不
精、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基层治理是
民心所向，是责任所在。林周县广大干
部群众纷纷表示，一定不负众望、不辱使
命，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盯目标、加
压奋进，切实把“施工图”转化为“实景
图”，持续在提升“效”和“能”上下功夫，
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强力推动林周基层治理工作走深走实。

林周县委副书记、县长德吉央宗说：
“我县将坚决贯彻落实全市基层治理效
能大提升行动部署会议精神，严格按照
县委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政府行政效能，
全力以赴，狠抓落实，确保市委决策部署
在基层落地落实。”

近年来，林周县立足实际、突出重点
难点，创新实施符合时代特征、适应社会
发展、满足群众需求的基层社会治理新
模式，先后建立完善“综治中心+网格
化+信息化”治理体系，实施网格化“一
平台三清单”工作机制，多层次全领域完
成专（兼）职网格员等多元化治理力量的
配备，初步构建起“1+1+7+N”的专（兼）
职网格队伍。创新提出“红色积分”社会
治理新模式，动员广大农牧民群众用行
动换取积分、兑换物品，鼓励群众主动参
与乡村治理事务，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的强大效能逐步显现。创新实施“一
网两新三强化”“四个遇到”调解新途径，
综合运用“四长联席”会议、调诉对接、

“三调联动”等机制，先后打造了“一站
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试点样板、诉
源治理“法官驿站”，从诉前、诉中、诉后
各环节，进一步深化夯实诉源治理工
作。2023年以来，全县各类矛盾纠纷调
解成功率达93.94％，全县案件诉讼率同比下降24.61％。

“下一步，一是高站位执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将党领导基层治
理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的实际成效，为提升
基层治理社会效能提供根本政治保障；二是高标准推进，立足当前、着眼长
远，结合城乡环境综合大整治行动，科学细化工作方案，找准定位靶向施策，
明确目标任务，加强组织实施，确保高效统筹；三是高质量落实，以人民群众
满意度作为工作导向，切实提升社会治理的行动执行力，真正为基层社会治
理增效赋能。”德吉央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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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融媒讯（记者格桑卓玛）为
确保2024年拉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顺利举办，4月22日上午，市委
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静带队前往当
雄县纳木措景区现场调度筹备情况。

调研中，陈静一行首先来到纳
木措景区游客集散中心，对住宿接
待能力、房间状况、设施配备以及服
务水平等进行全面了解。陈静指
出，2024年拉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是拉萨市今年一项重要文化旅
游事项，纳木措开湖日作为大会重
要内容，不仅促进拉萨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更能展示拉萨城市新形
象。纳木措景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要在“住”上做文章，关注游客需求，
提高硬件水平和服务能力，为游客
提供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消除游
客对纳木措高海拔的畏惧心理，让
游客住得安心。

陈静要求，必须加快纳木措景

区基础设施建设，在交通、住宿、餐
饮、通讯等方面为游客提供全方位
保障。当雄县要解放思想，加强沟
通协作，指导提升酒店、民宿、宾馆
服务水平，确保服务质量，促进住宿
业全面发展，保障纳木措开湖日活
动顺利开展。

随后，陈静一行来到纳木措湖
边实地踏勘，听取活动筹备组关于
舞台场地布置、安全保障、道路交
通、环境整治等方面汇报并现场指
导。强调，要借鉴国内知名景区景
点宣传方式，制作纳木措特色的宣
传小视频，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讲述
纳木措故事，进一步提升景区文化
旅游产业经济价值。要把活动筹备
与景区环境综合整治相结合，丰富
景区色彩，打破颜色单一造成的视
觉疲劳，为游客提供西藏民族特色
更浓、多彩更丰富、景色更壮美的纳
木措视觉盛宴。

市领导调研2024年拉萨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筹备情况

陈静带队

拉萨融媒讯（记者吴敏）为扎实
做好拉萨市 2024 年进一步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工作，4月22日，拉萨市
委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第一次工作
会议召开。

市 委 副 书 记 赵 辉 年 主 持 并
讲话。

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春阳出席。
会议认真学习自治区进一步改

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方案主旨，听
取 2024 年以来各相关单位加强作
风建设，落实区党委、市委部署要求

和肖友才书记指示精神工作情况，
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结果导向，聚力“四个创
建”，围绕当好“七个排头兵”，抓好
今年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
作，特别是抓好落实区党委和拉萨
市委主要领导相关指示批示的跟踪
督帮，抓好区党委作风办交办事项
的高效办理，紧盯区党委巡视反馈
问题整改落实，紧盯城乡环境综合
大整治行动“八大专班”工作成效，
紧盯基层治理效能大提升行动目标

任务落地落细，紧盯市委“五条工作
原则”整体推进，持之以恒把作风建
设贯穿始终，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保
障和推动全市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把改进作
风狠抓落实作为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以科
学理论为指引，以制度机制为保障，
高站位高效能高质量推进工作。要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把本职工
作置于区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思
考、推动，把心思和精力放在真抓实

干上，敢于抗重活、挑大梁，在不懈
奋斗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
检验的实绩。要强化宣传引导，注重
正面引导和反面曝光相结合，以正面
典型为标杆，反面典型为镜鉴，汇聚
起干事创业强大力量，确保党中央
决策和区党委、市委部署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要在建章立制完善体制机
制上下功夫，把建制度、立规矩作为治
本之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
合，确保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
化，坚持用制度管人、靠制度办事，激励
鞭策广大干部奋楫扬帆、再立新功。

拉 萨 市 委 进 一 步 改 进 作 风 狠 抓 落 实 工 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 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

赵辉年主持

拉萨融媒讯（记者次仁卓玛）4
月 23日下午，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扩大）会议暨
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学习会，交流心
得体会、检验学习成效，推动党纪学
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拥洛
追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了王君正书记在
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纪学习教
育读书班学习会上的讲话精神、肖
友才书记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
纪学习教育读书班上的讲话精神；
书面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以及中央、自治区、拉萨市关
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方案》等。

会上，岳国红等四位同志围绕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作了交流发言。

江拥洛追指出，在全党开展党
纪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也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举办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既是开
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也是
深化理论学习的重要方法。主要任
务是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学纪、知
纪、明纪、守纪，进一步强化纪律意
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
主要目的是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
底线、知敬畏， （下转第四版）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扩大）会议
暨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读 书 班 学 习 会 召 开

江拥洛追出席

拉萨市基层治理效能

大提升

新华社重庆4月 23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3日下午在重庆主持召开
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西部地区在
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
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
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
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
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座
谈会。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郑栅洁、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四川
省委书记王晓晖、陕西省委书记赵
一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马兴瑞先后发言，就推动西部大开
发汇报工作情况、提出意见建议。
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区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
发言。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指出，党中央对新时
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
部署5年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
修复取得重大成效，（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

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 力 谱 写 西 部 大 开 发 新 篇 章

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

近日，湖北省博物馆公布了
云梦睡虎地秦简主人——“喜”的
3D复原像。

一位秦代的刀笔小吏为何能
有如此“待遇”？因为他长眠的墓
穴里随葬的千余枚竹简，让身处
现代的人们了解了 2000 多年前
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简上，虽寥
寥数字，却生动、丰满，充满魅力。

简牍，为数千年前中华文明

的繁荣兴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
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佐证，也让
人们从另一个独特视角窥见历史
的细节。透过已发现的超过 30
万枚简牍，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历
史故事，跨越千年，跃然眼前。

今年 4 月 23 日是第 29 个世
界读书日，让我们循着中华文明
发展传承的脉络，一起阅读简牍，
阅读历史。

简牍承载跨越千年的历史

从先秦到魏晋，长达一两千年
的时间里，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
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并传承。翻阅
简牍，如同打开了古代的“百科全
书”——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
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民族交
流、津关制度和文书制度……包罗
万象，应有尽有。 （下转第六版）

从简牍读懂中国
新华社记者

4 月 23 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王 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