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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赵 文 兵 残 疾 证 ，残 疾 证 号 ：

51232319700901581043，特此声明。

● 遗 失 鲁 光 学 残 疾 证 ，残 疾 证 号 ：

51232319541007074542，特此声明。

便民服务台

经查，位于重庆市南川区西城街道龙济桥社
区1组擅自修建的砖木结构房屋，未经规划许可，
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六条第五项的
规定，属于违法建筑。因该违法建筑当事人不明，
经本机关尽职调查，仍无法确定。现发布公告，请
该违法建筑当事人在2023年8月27日前，到本机
关进行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公告时间为十日，逾
期未登记确认并接受处理的，将由南川区人民政
府根据《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三款
和《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
定，对该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

特此公告。
重庆市南川区城市管理局

2023年8月17日

重庆市城市违法建设执法确定违法建筑当事人的公告
渝南川城违建公字〔2023〕3004号

□ 刘先畅

最近听一位朋友说，某镇镇长信
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凡事“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如果没有上级领导
来检查，或者没有通知到城里开会，
或者没有参加外出考察，他就成天坐
在办公室，拿着手机刷抖音，可以从
上午 8 点刷到下午 5 点，中间只吃个
午饭，成了正儿八经的躺平干部。什
么唯实争先，什么调查研究，什么主
题教育，根本不在他眼里，更不在他
心上。

该镇党委书记曾多次好言相劝，
善意提醒，请他考虑一下工作，注意一
下眼睛，这位镇长应声作答，就是心无
旁骛，坚决不改。甚至振振有词地说，
这也是读书，我读的是电子书；这也是
工作，我在网上办公。

真“佩服”这位镇长的“毅力”“专
注”和“辩护”。作为一镇之长，这种
行为是可笑的，甚至是有点可耻的。

通过手机确实可以读书。学习
强国上，今日头条中，百度搜索后，都
可以读有所得，学有所获。

不可否认，通过手机确实可以工
作，可以办成很多事。刷抖音，看朋
友圈，也能获得一点益处。但是，一
味刷抖音，打游戏，玩手机，那种“读
法”，那种“办法”，还真不算读书，也
真不算工作，伤害眼睛，局限视野，浪

费时间不说，还分散精力，影响工作，带坏风气。
有的党员干部忙于应酬，穷于应付，乐于玩

乐，少于读书，疏于读书，甚至耻于读书，那是不应
该的。以手机为幌子，假装在工作、在忙碌、在专
注，实际在玩手机、打游戏、刷抖音，那是不可取的。

手机已经智能化，为读书、为工作提供了诸
多便利。只要使用得当，一部智能手机就是一本
字典词典，一个图书馆，一部部实用书籍，就是我
们读书学习的好伙伴。通过随身携带的智能手
机，我们真可以阅读很多好书，获得很多益处，感
受到认真阅读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可以提高工
作效率，把事情办到严丝合缝，精益求精。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党员
干部应该把读书当成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实
力、一种生活导向，想读书、爱读书、善读书，营造

“风成于上、习化于下”的氛围，引领和营造终身
学习、全民读书的风气。

今日世界，一日千里，不学无从适应，不思无
以应对。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有作为。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修身养性的基本途径、是
成长进步的最好阶梯、是履职尽责的必要前提。

读书正当时，光阴不可轻。读书不是一阵子
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读书也不是做样子而是真读
书的行动，读不懂不是忽视读书的理由而是加强
读书的依凭，工作忙不是放松学习的借口而是砥
砺笃学的动力。

党员干部应该带头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
要少一些应酬、多一些学习，少一些烟酒味、多一
些书卷气，少一些酒酣耳热、多一些伏案而思，用
丰富的知识文化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让读书学习成为精神追求，成为生活习惯，成为
时代风尚。通过读书学习，把本职工作做得更
好，做成亮点，做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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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峰 王欣悦 刘政宁

出昌都市区，沿着澜沧江向南行驶，

不到一个小时就进入了察雅县境内。

从 1995年起，重庆市开始对口援助

昌都市及其所辖类乌齐、芒康两县，2016
年起增加援助察雅县。

尽管起步晚，重庆援藏工作队在察

雅县也早已由“输血式”援藏向“造血式”

援藏转变。一年来，重庆市第十批援藏

干部人才察雅县工作队就重点围绕加大

智力援藏力度、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等方面发力。

在察雅县，我们就感受到了“授人以

渔”的新思路——“媒体援藏”。

来自重庆市南川区融媒体中心的李

彬，去年7月到察雅县融媒体中心担任了

副主任一职。刚到这里，李彬了解到县

融媒体中心只有3名记者能拍摄，且没有

一个人具有航拍技能，甚至无法提供出

一张县城的航拍全景图。到网上搜索，

李彬发现与察雅县相关的信息不仅少，

还比较陈旧。于是，他决定把加大对外

宣传和人才培养作为自己援藏工作的重

点来开展。

7月底，正是察雅县的秋收季节。初

上高原，李彬便马不停蹄地带着记者一同

前往澜沧江河谷两岸，对青稞丰收场景进

行拍摄采访。在他的推动下，当年察雅县

的秋粮收割在各大媒体得到广泛传播。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年来，察雅县在

中央级媒体刊发新闻报道 17篇，远超往

年水平，通过媒体属性将援藏工作与察雅

县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发展紧密

结合起来，把察雅的风土人情宣传了出

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察雅、走进察雅，助推

了察雅县的更好发展，擦亮了察雅名片，

为援藏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

除了对外宣传力度显著提升，李彬

还牵头为察雅县融媒体中心搭建了反映

当地高原生态风光、特色文旅资源的视

图媒体数字资产库。“这一年来，该资产

库已为察雅县的招商引资等重要活动，

提供了 32次视图媒体支撑。”李彬说，今

年 6月，县融媒体中心还依靠自身力量，

为察雅县制作了城市宣传片。

通过智力帮扶，察雅县融媒体中心

记者的各项采编技能得到大幅提升。“过

去的一年时间，我最骄傲的是带出了一

批能独当一面的‘徒弟’。”李彬笑着告诉

我们，他刚来时，采编人员都称他“李主

任”，现在高兴时叫“李老师”，不高兴时

则称“老李头”。“称呼的转变，代表我得

到了他们的认可，这就是通过交往加深

了交流，通过交流实现了交融。”李彬说，

自己的援藏生涯还有不到半年时间，看

到如今融媒体中心采编力量不断壮大，

自己既欣慰又自豪。

察雅名片越擦越亮，带来的是实实

在在的产业发展红利。

走进县城西北方的吉塘镇，这个藏

语意为“安逸美丽之坝”的地方，是察雅

县的门户，也是川藏公路南线、滇藏公路

至昌都的必经之地。在重庆援藏工作队

的帮扶下，这里开起了一座洒咧营地，各

色精致的藏式房屋前，游客野炊、聚餐、

跳舞……处处都是欢声笑语。

“洒咧，是什么意思？”

“在藏语里就是一群人围在一起耍

坝子，可以理解为农家乐。”见我们有些

困惑，援藏干部、担任察雅县商务局副局

长的李松解释道，俨然已是本地通，“随

着察雅的知名度不断提升，这一年来我

们顺利引进了 3个项目，总投资 2800万
元，将带动上百名农牧民就业。”

更多的智力援藏，正在潜移默化间

改变着察雅的面貌——

为提升当地医护人员的整体水平，重

庆援藏工作队筹办了察雅卫生健康系统

赴渝交流学习班；在察雅开展执业医师理

论、院感防护等多轮培训，提升医疗人员

的业务能力。同时，利用重庆高校资源，

围绕“基层卫生人员学历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系统化培训、公共卫生体系及重点学

科建设”等深入开展校地合作……

澜沧江边的金色察雅，一场从“输血

式”援藏向“造血式”援藏的深刻转变，正

为这里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智力援藏，擦亮察雅名片

李彬（右二）与年轻采编人员交流技术。 察雅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为持续改进乡镇（街道）党员干部
作风，进一步压实责任，建设服务型、
信用型、法治型政府，提升行政效能，
推进全区项目有力有序实施，促进经
济提速和社会进步，区委区政府决定
开展“最差行政效能乡镇（街道）大家
评”。2023 年二季度“最差行政效能
乡镇（街道）大家评”已全面结束，现将
得分最低的3个乡镇公示如下：

南川区2023年“最差行政效能乡镇（街道）大家评”
二季度结果公示

序号

1
1
3

乡镇

庆元镇

民主镇

骑龙镇

进度评议
得分

4
4
3

定向评议
得分

-3
-3
-5

特殊评议
得分

-10
-10
0

总分

-9
-9
-2

本报讯（记者 黎明）8月14
日，市高法院、市林业局和市三

中法院在我区南城街道兴南社

区一棵千年黄葛树下，举行全市

首个“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揭牌

仪式。

揭牌仪式上，区法院与南城

街道兴南社区签订了《千年古树

司法保护协议》。

根据相关规范，古树是指树

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

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景观与

科学价值和重要纪念意义的树

木。据统计，我区树龄在 500年
以上的古树有 44 株，树龄在

1000年以上的古树有 13株。近

年来，区法院积极延伸审执职

能，打造重庆市生物多样性司法

保护金佛山基地，全面加强生物

多样性司法保护工作，并协同开

展古树树龄鉴定、树址考察等，

为古树挂牌保护做好基础工作，

司法服务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

设取得新成效。

在随后举行的“古树名木司

法守护人”制度发布暨座谈交流

会上，发布了《重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加强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六

条措施》。市高法院、市林业局、

市三中法院、部分市人大代表和

区县林业部门相关负责人就古树

保护开展交流，并就环境资源保

护提出意见建议。

全市首个“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在我区揭牌

8月9日，河图镇虎头村集体种植的辣椒丰
收，村民正在过称计重。

近年来，河图镇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与
推进农业产业化相结合，按照“一村一品”的发

展思路，发展了辣椒、毛豆角、板栗、茶叶等特色
优势产业，为群众打开强村富民、产业兴旺的

“致富门”。
特约通讯员 彭应忠 摄

“一村一品”打开强村富民“致富门”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8月 15日，区人大常委会

专题视察我区民宿产业发展情况。

视察组先后前往黎香湖镇漫居·黎香渡民宿，大观镇

阁外·城隐民宿、花石间民宿，木凉镇汉场舒乡民宿、简素

雅庐民宿，了解民宿产业发展、旅游接待管理等情况。

近年来，我区高位推动大力发展民宿产业，逐步形

成景区依托型民宿、山水生态型民宿、产业依托型民宿、

主题文化型民宿、传统民居型民宿。截至目前，全区共

有旅游民宿59家，客房总数1000余间，环金佛山、大观

园、山王坪等民宿集群逐步集聚。

视察组指出，旅游民宿是加快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助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充分发挥我

区生态、气候、区位、康养等比较优势，强化规划引领和

配套政策保障，培育发展精品民宿集群。要依托旅游民

宿的广阔市场和巨大潜力，不断总结经验做法，推动全

区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打造内涵丰富、特

色鲜明的民宿，推动民宿产业不断丰富创新业态，延伸

产业链条，让民宿产业成为助农增收新引擎。要统筹发

展和安全，加强安全监管，提升民宿安全保障能力，让游

客住得舒心安心放心。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中、蒋建、邓国图、梁正

忠参加视察，副区长李学民陪同视察。

区人大常委会专题视察
我区民宿产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8月 15日，区十八届人大

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专题听取区政府关

于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情况的报告。

会前，与会人员前往兴隆镇三和村、河图镇上河

村视察我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情况。

自2019年以来，我区坚持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

打造了一批“基础扎实、设施完善、产业配套、科技领先、生

态优美、持续高效”的高标准农田，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我区高标

准农田建设及粮食生产工作获得市政府督查激励。

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惠农工程，对提

升农业综合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促进农民增收具有

重要意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

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工作来做，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

任。要科学规划建设任务及区域布局，创新工作机制，

强化政策支持，全力以赴实施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持续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助力乡村振兴。要在管

理运营上下功夫，更好发挥高标准农田的集成效应，推

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中、蒋建、邓国图、梁正

忠参加会议。副区长李学民代表区政府作全区高标

准农田改造提升情况的报告。

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第二十七次主任会议

凤江小议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8月 16日，我区组织收听

收看全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会

后，我区赓即召开会议，对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

行再安排、再部署。

副区长李恩华指出，要充分认清当前森林草原防

灭火严峻形势，高度重视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格落

实每日气象预警、指挥调度、火情“零报告”、24小时值

班制度。要深化安全风险防范，加大检查、巡查、排查

力度，充分发挥网格员、护林员作用，确保将禁烧责任

落实到户、到人、到地。要充分利用宣传车、小喇叭等

扩大宣传范围、增加宣传频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灭火

宣传教育，切实营造浓厚的森林防灭火氛围。要严防

火种进山，切实做到路口有人守、林区有人巡、火源不

上山。要健全应急队伍，补充各类扑火物资器材，做好

火灾扑救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现火情，第一时间

安全高效处置，实现“打早、打小、打了”。要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涉火案件，对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一律从严从

重从快处罚，形成违法必究的震慑效应。

我区收听收看全市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