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李空间里的实践范式

西南大学，李园学生食堂顶楼，一个名为“青李空间”的
一站式学生社区活动中心自正式开放以来，每天都有许多
学生到这里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里配置有党团活动室、研习沙龙室、生活服务坊、健
身房等功能厅室，此外还开设园区朋辈学业帮扶加油站、心
理自助服务站，每周举办“园区学霸说”“前辈的火炬”等活
动，让学生足不出园区，尽享一站式丰富学习生活。

在青李空间，记者看到，这个约2000平方米的学生社
区活动中心装修得雅致温馨，分布着研习沙龙室、生活服务
坊、资源服务站、党团活动室、咖啡书吧、健身房等活动场
所，除了喝咖啡饮料需要付费，其他都免费使用。

尽管采访当天是周四，但还是有许多学生来到这里参
加预约的各种活动。在一间研习沙龙室里，10名学生正在
参加一个“朋辈学业帮扶加油站”的活动，学生们围坐在一
个圆桌前，认真聆听“指导老师”讲英语阅读理解。

学生工作部副部长罗军介绍，“之所以叫‘朋辈学业帮
扶加油站’，是因为担任指导老师的也是学生。我们从一些
公共专业，像高数、英语，请来一些学霸同学，给一些基础比
较差的同学提供免费辅导服务。对这些提供辅导服务的同
学，我们专门设置了朋辈学业帮扶的勤工助学岗位，全校一
共有280多个这样的岗位。”

在隔壁的一间研习沙龙室里，15名学生分成两桌，正
在练习素描。“指导老师”丁汀是一名美术学专业大四的学
生。她告诉记者，“学习素描的都是非美术专业的同学，他
们以前大都没接触过画笔，开设这个课程的目的，是要提升
同学们的能力，发掘他们的特长。”

学生园区服务活动中心主任唐飞介绍，这是学校的“N
次方”计划中的一项，目的是助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
力提升，为来自20多个学院的家庭经济困难本科生提供美
术类、音乐类课程学习。

开展主题教育期间，西南大学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锚定

铸魂增智和正风促干目标任务，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
为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实效，把在主题教育中激发出来的
工作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调查研究中的示范带动

“2023年，西南大学牵头成立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最新
自然指数排名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排名第37位，西部（重庆）
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一期硕果累累，二期团队也顺
利入驻……”6月15日上午，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向全校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讲授了一堂专题党课，特别指出推进科研
创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极端重要性。

在此之前，张卫国围绕“强化有组织科研、更好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主题开展调研，针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
统筹督导；带队赴安徽访企拓岗，深化校企合作、促进供需
对接，特别是进一步探讨共育、共引、共创、共建的工作模
式，为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聚
力。

让行动忠于信仰。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学校领导干
部带头开展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要题大推进，以推动
解决发展命题。

西南大学党委书记李旭锋牵头梳理问题检视整改清
单，明确“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发挥和引领事业

发展作用”问题，制定专项整治方案，以“四个聚力”筑牢党
建“一融双高”顶层设计、建设根基、实践能力和质量效能。

“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调研整改相统
一，才能让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站稳脚跟、行动有力。”党委组
织部党校办公室主任余小蓉谈道。学校第一时间厘清领导
干部调研工作安排，建立工作台账，引导全体干部紧扣“拟
解决的问题”和“预期成果”开展调查研究，把解决问题作为
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实效。

校领导迅速明确调研主题，结合下沉一线的座谈式调
研、赴院校企业的访谈式调研、与师生员工面对面的沙龙式
调研、以问题为导向列举提纲的书面式调研等方式，从体制
机制、战略路径和渠道阵地等方面把脉问诊、解剖麻雀；处
级领导干部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流学科建设、师资队
伍培养、师生党建与思政工作等内容，深入基层、走近师生，
综合运用座谈访谈、随机走访、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多种
方式高效开展调研。

在主题教育中，西南大学党委牢牢树立“破题”思维，推
动检视整改贯穿主题教育始终。目前，学校领导班子及班
子成员已梳理出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
的问题48个，处级领导干部梳理出问题1166个，研究确定
12项专项整治任务。

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摄影报道

“我们将坚决贯彻数字重庆建设大会部署，与市委改革
办一道，聚焦‘一年形成重点能力、三年形成基本能力、五年
形成体系能力’目标，发挥好统筹抓总作用，加快推动

‘1361’整体构架落地落实，着力推出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
和全国影响力的重大应用，全力打造引领数字文明新时代
的市域范例。”6月15日，在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的环
形大屏幕前，市大数据发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
委书记谭名扬向来访的记者们介绍数字重庆“1361”框架。

这将是未来五年，市大数据发展局最重要的一项中心
工作。市大数据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代小红表示，作为数
字重庆建设双牵头部门之一，对市大数据发展局来讲，结合
当前正在进行的主题教育，就是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数字中国重要论述，奋力推动数字重庆“1361”建设走
深走实、实战实效。

服务百姓
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5月1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重庆市深化
“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渝快办”升级版攻坚行动方案》，方案
明确表示，今年年底前我市将统筹推出50项“一件事一次
办”集成服务，全面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捷度、体验度和
满意度。记者在方案中看到，这50项事务涵盖了从出生、
入学、婚育、就业、就医、养老等，涉及个人的有24项，涉及
企业的有26项，可以说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

这50项“一件事一次办”所依托的“两端”——“渝快
办”和“渝快政”，也是数字重庆建设“1361”庞大架构的一
部分。这项行动方案在给老百姓带来便利的同时，由于涉
及多部门、多环节、跨系统的海量数据协同，也为制定一体
化标准规范、统筹建设和管理“渝快办”“渝快政”的市大数
据发展局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代小红介绍，为了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市大数据
发展局正在全力打造“渝快办”“渝快政”集成入口。优化

“渝快办”“渝快政”整体构架，实现主要功能模块互联互通，
强化公共服务和机关政务在线支撑能力；优化“渝快办”服
务分类，强化流程再造和制度重塑；推动已建成的政务移动
应用按照统一标准标识接入“渝快办”“渝快政”；升级完善

和推广应用“渝快政”，快速实现“组织在线”“人员在线”“沟
通在线”，及时推进“业务在线”，实现支撑100万用户使用。

服务发展
大兴调研“为数字重庆建设增效”

6月19日，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重庆市数字
化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召开。论坛由市大数据应
用发展管理局、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

该论坛以“加速数字化转型 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邀请到美的、金山科技、啄木鸟、渝丰、琪金食品、广域铭
岛等知名民营经济代表开展主题演讲，邀请到服务商代表、
资本代表、民营企业代表、行业专家等参与圆桌对话，共同
探讨在当前数字化时代浪潮下，民营企业数字化升级转型
之路的痛点与难点，探索重庆民营企业如何推进数字化转
型升级、开辟更多发展空间。

如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市大数据发展局在主题
教育中的落脚点和最终目的。

为此，全局大兴调查研究，紧盯数字化改革中的堵点难

点深入调研，局领导均领1个课题，13名处级领导干部全部
参与或主笔，鼓励其他党员、干部骨干参与其中，务求找到
破解良方。

调查研究始终把市委“破除数据壁垒”“打破数据孤岛”
要求作为重点方向，聚焦数字重庆建设，紧盯顶层设计、数
字经济要素配置、数字基础设施管理、信息化项目统筹、数
据汇聚利用、数字应用等尚未一体化的难题。目前，已经形
成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创新发展思路研究、基层治理乡镇（街
道）条抓块统应用场景建设研究、以场景开放推动软信企业
发展研究、数字重庆标准规范体系研究、基础数据库统筹建
设研究等5个在数字重庆建设中具有改革攻坚代表性的课
题，将处级领导干部全部安排进相应课题组，共寻有效破解
良方。

市大数据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斌告诉记者，“在
主题教育中，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努力把为民造福的政绩观
贯穿于数字重庆建设全过程，不断展现大数据人的新气象
新作为，不负总书记对重庆的殷切期望、不负市委市政府对
我局的重托、不负人民群众对大数据人的热切期待。”

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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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增智

重 庆 见 行 动
西南大学：努力为师生办实事解难事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西南大学党
委扎实开展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聚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服务师生等内容开展实地调研，真
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
实，不断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办
法，努力为师生办实事、解难事。

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加强调查研究，为数字重庆建设求解

西南大学“N次方”计划，助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能力提升。

谭名扬向记者介绍数字重庆“1361”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