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法治聚焦 2024年 10月 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曾范国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
枝叶茂荣”。树木繁茂，根本在于
根系牢固；国治国兴，根本在于基
层善治。

多年来，察隅县上察隅镇积极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并形成
了一种共识：身处新时代，必须要
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以“四治四力”提高基层治理
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水平，才能让基层治理成效更好惠
及群众。

坚持自治夯基，激发基

层治理内生动力

随着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工
作不断深入，要实现精准化治理、
精细化服务，需要进一步把网格党
建做实，把街道的组织动员、资源
整合和管理协调三大属地优势落
到网格中。

上察隅镇着力打造扁平高效
的网格管理体系，不断夯实基层自
治 根 基 ，选 优 配 强 网 格 长 、网 格
员。压实网格长、网格员、联户长
责任，不断增强农牧民党员在网格
中的大局意识、身份意识、主动意
识、奉献意识，提升群众参与基层
自治的积极性。

进百家门、访百家情、听百家
言、排 百 家 难、办 百 家 事、解 百 家
忧、聚百家力，上察隅镇持续开展

“七百”群众工作法，全面提升领导
干部服务沟通群众和为群众纾难
解困的能力，“把群众的事当作最
要紧的事来解决”，让群众切实体
会 到 党 的 政 策 、体 会 到 政 府 的 关
怀。

今年以来，通过“七百”群众工
作法，上察隅镇共收集群众长期未
解决的意见建议 40 条，彻底解决
14 条，其中有 5 条是村“两委”组织
群众自筹解决；项目申报立项 26
条，其中 8 条需长期跟踪。上察隅
镇“一站式”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
来访 144 次，调解成功 118 起，调解
成功率达 82%，涉及资金 1373.72
万元，解决资金 807.64 万元，有效
拉近了与群众间的距离，进一步提
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突出法治宣传，强化基

层治理保障力

法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
性保障。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
营造浓厚基层法治氛围，推动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
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是
强化基层治理的保障。

上察隅镇充分发挥驻村工作
临时党支部和各驻村工作队的作
用，深入推进“八五”普法和法治宣
传“七进”活动，充分利用三、六、九

月平安建设宣传等契机，以扫黑除
恶、反间防谍、安全生产等内容为
重点，着重向广大农牧民群众宣讲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西
藏自治区平安建设条例》《宗教事
务条例》、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等法
律法规。累计发放宣传手册 1500
余份。

同时，上察隅镇组织干部到项
目工地、群众家中开展安全生产、
扫黑除恶常态化宣传，发放宣传单

（册）、宣传标语，张贴扫黑除恶宣
传海报。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宣
传教育，上察隅镇群众的法律意识
有了大提升，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观念有了很大提高。

厚植德治底蕴，增强基

层治理感化力

没有群众道德意识的提升，再
好的自治、法治也会沦为“泡沫”，
一戳就破。基层社会治理既要通
过以自治、法治“塑形”，也要注重
发挥德治的教化功能。

上察隅镇把德治融入基层治
理之中，强化思想道德“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感化作用。以松林
村为试点，依托“红色文化家庭”，
全面打造爱国主义和反分裂斗争
红色教育示范基地。并充分发挥
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今年 6 月，上察隅镇组织 22 个
行政村对村规民约进行进一步修
订完善，把村规民约编写成通俗易
懂、朗朗上口的“三字经”。同时，
进一步破除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
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自我服务的自觉性和能力，让乡风
民俗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崇德
向善。

强化智治赋能，提升基

层治理原动力

科技支撑、数字赋能是社会治
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察隅镇党委、
政府以“数智赋能 智慧法治”为手
段，积极巩固拓展基层社会治理工
作新思路，推进试行“智慧+”短信
宣传工作，向辖区群众定期发送法
律法规、扫黑除恶、自然灾害预警、
安全生产等内容，预计发送各类宣
传 短 信 135 万 条 ，普 及 群 众 6000
余人。

下一步，上察隅镇将持续推动
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工作，
以“微服务”托起“大民生”，化基层

“末梢”为治理“前哨”，让群众呼声
有应声、难事变易事、忧心成舒心，
让发展实绩更有温度、社会治理更
有精度、民生答卷更有厚度。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以“四治四力”促“共建共治”
—察隅县上察隅镇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本报拉萨讯（记者 鹿丽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
安全是最重要的民生，一粒一米
一桌餐，牵动着千家万户。为切
实 做 好 食 品 安 全 保 障 工 作 ，近
日，城关区八廓街道绕赛社区深
入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领 域 的 隐 患 整
治行动，有效防范化解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
全。

绕赛社区主要领导、餐饮场
所 包 保 负 责 人 组 织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深 入 到 社 区 内 各 食 品 售 卖 单
位 、个 体 ，以 宾 馆 酒 店 、餐 饮 小
吃 、商 超 、网 红 小 吃 店 等 食 品 安
全为重点，详细检查对各类食品
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落实进货
查 验 、标 签 标 识 是 否 清 晰 等 ，重
点 对 餐 饮 服 务 单 位 的 主 体 营 业
资质、食品原材料索证索票制度
落 实 情 况 、场 所 环 境 卫 生 、从 业
人员健康管理、“三证”是否齐全

（营 业 执 照 、食 品 许 可 证 、健 康
证）、食 品 安 全 两 个 责 任 是 否 张
贴 落 实 情 况 以 及 店 内 工 作 人 员
是 否 熟 知 两 个 责 任 等 全 方 位 进
行排查。

排查过程中发现个别餐饮店
内食品储存柜中夹杂麻袋、塑料
纸、部分餐饮场所店内未规范张
贴两个责任、未分类保健食品和
张贴保健食品销售区标识、个别
售卖的土特产未标有生产地址、
生产日期，还未下架自制酒等安
全隐患。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
标准就无法执行。

为进一步推动属地管理责任
和主体责任落地见效，针对查出
的部分食品存储场所环境较差、
健康证到期未及时更换的问题，

包保责任人和网格工作人员已要
求责任单位立即或限期整改。对
于未标生产日期、未下架自制酒
的门店已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让
其全部下架。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对
经营主体进行了食品安全常识及
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督促经营者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
格把控食品及原材料购买，加强
商品自查，严禁销售或使用过期
变质食品原材料，杜绝不合格食
品的流入。通过宣传及督导，进
一步提高经营主体的食品责任意
识和安全意识。

下一步，绕赛社区将常态化

开 展 食 品 安 全 两 个 责 任 相 关 工
作，持续落实食品安全专项监督
检查工作，重点做好问题隐患督
促整改工作，进一步强化责任落
实与日常监管相融合，着力解决
群众关心的餐饮安全热点问题，
切 实 提 升 社 区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水
平，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拉萨市城关区八廓街道绕赛社区

深入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整治行动

图为城关区八廓街道绕赛社区工作人员检查饮品生产日期。

本报记者 鹿丽娟 摄

本报吉隆电（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郭章统）
9 月 27 日至 28 日，吉隆口岸连续遭遇暴雨侵
袭，吉热公路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道路
塌方等地质灾害，吉隆镇至口岸道路完全中断，
导致近 600 名急需回国庆祝“德赛节”的尼泊尔
边民滞留在吉隆镇。

得知此消息后，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立
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滞留尼籍边民顺畅
出境。其间，该站与驻地口岸分局公安出入境
部门开展警务协作，对拟出境边民开展全程接
力护送，确保出境尼籍边民人身安全的同时，提
前掌握尼籍边民人员信息，开展核查研判和风
险评估，提升查验针对性，压缩了查验等待时
间。此外，鉴于尼籍边民徒步前往口岸耗时耗
力且抵达口岸时间存在随机性，该站主动与尼
方移民局做好相关滞留尼籍边民出境工作衔
接，提供 24 小时延时通关服务，保障随到随检，
并开放休息室，增派内部医务人员开展现场医
治，足量供应饮用水和简易食品等应急物资，最
大限度为滞留尼籍边民出境做好了服务保障工
作。

截至 10 月 7 日，该站共协助驻地政府转移
滞留尼籍边民出境 6 批次，共计 570 人次，优质
高效的边防检查工作赢得了滞留尼籍边民的一
致好评。

本报拉孜电（记者 王杰学）今年以来，拉孜
县人民检察院结合“检护民生”“检察护企”专项
行动，不断细化完善工作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持续做实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
的检察为民。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做实
“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将心比心对待群众信
访。贯彻落实 7 日内程序性回复、3 个月内办理
过程或结果答复制度。同时，充分发挥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检察长接待日”“业务干警轮岗
接访日”“零距离”接访当事人，听民事、接民心、
解民忧，努力践行司法为民，提升检察公信力。
今年，拉孜县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共接待来访群众 19 件 19 人，其中检察长接访 7
件 7 人，业务干警接访 12 件 12 人。

拉孜县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坚
持带案下访、送法下乡等灵活便民工作方式，将
控申工作的窗口前移，变上访为下访，主动倾听
群众诉求，靠前解决矛盾隐患，以办实事、求实
效的具体行动，将法律知识带到百姓家门口，送
到群众心坎里。今年，深入村居、街面开展各类
法治宣传 10 余场次，通过精准普法与有效普法
相结合，提高法治宣传吸引力和参与度，满足人
民群众对学法用法的需求，引导人民群众牢固
树立法治理念。此外，将“群众找我来办事”转
化为“我替群众去办事”，做到“应救尽救”。定
期分析排查救助线索，主动帮助群众获得救助，
竭力避免案件被害人因案致贫。今年，拉孜县
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国家司法救助案件 4 件，
发放救助金 13.3 万余元，用司法救助传递法律
温度。

拉孜县人民检察院

持续做实检察

为民工作

图为民警在吉隆口岸联检大厅验放滞留尼

籍边民。

吉隆出入境边检站

全力保障滞留

尼籍边民出境

本报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郭章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