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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起，拉萨市分三个阶段在全市范围内免费发

放 3000 万元消费券，开展“情满拉萨·惠享生活”消费活

动。在当前形势下，发放消费券拉动消费，是在特殊条

件下采取的特殊办法，是激发居民消费热情，提振消费

信心，帮助部分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加快恢复，推动社

会消费稳步增长的好事，有利于振兴消费，加速经济的

复苏和增长。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和全球经济动荡相互影

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通过非常规的刺激消费政

策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刻不容缓的选择。从

长远来看，我区投资和出口增速有所放缓，随着经济新

常态的到来，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消

费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做好消费文章，尽快激活我区

内需消费市场，无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远来看，都大有

可为。

在消费券使用过程中，要注意精准投放，应更多注

重向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困难群体投放。研究显示，

对高收入者来说，消费券刺激消费作用没有那么大，但

对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者来说，消费券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由于疫情影响，很多群众

工作不稳定，收入减少，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消费券的

发放对这样的中低收入消费群体尤其有很大帮助，更能

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在消费券使用过程中，要明确消费券补贴的领域。

疫情爆发以来，离消费者最近的商业零售、餐饮、文化、

旅游、住宿等服务业最先受到冲击，我区一些外向型边

贸企业更是受到明显的影响，要重点支持这些受到冲击

较大的行业。发放消费券，能够尽快形成现实购买力，

让消费热起来，加快消费回补，帮助第三产业快速渡过

困难期。为了减轻企业负担，中央和自治区也作出了许

多努力，给不少企业带来一场“政策及时雨”。但归根结

底，只有充分促进居民消费、最大限度扩大内需，才能加

快外销产品进入区内、国内市场，才能让企业获得更多

的市场机会，从而培育更多生机。

消费券的发放手段、形式、渠道要有创新。拉萨市

此次消费券的发放平台为云闪付 APP 和西藏政务 APP

（安卓版），消费券类型有通用消费券、超市消费券及幸

运消费券三种，在手段、形式和渠道上都有创新，很好地

适应了数字化时代，规避了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不仅

如此，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借助数字化的手段发

放消费券，通过电商平台和 APP 定向派发，可以结合新

型消费培育，推动消费升级。在当前复工复产加快恢复

的情况下，通过消费券的发放，引导消费和数字经济融

合，鼓励新零售、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新业态和新模式

发展，无疑将促进我区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对广大群众

来说，看似琐碎的身边“小事”，都有可能是

实实在在的要紧事。关心和解决这些民生

“小事”，是党政部门的职责所在，是党员干

部的使命担当，是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

要求。

昌都市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创新推

广“一站式、一单制”结算模式，提高医保报

销效率。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服务模

式，直击以往医保报销手续繁琐、涉及部门

多、办理时间慢等“痛点”，让群众切身感受

到了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看似不起眼的

民生“小事”，却回应了众多群众的关切、解

决了实实在在的问题，深刻体现出“坚持麻

烦困难由政府解决、把方便实惠送给各族群

众”的执政理念，彰显了以民为本的责任担

当。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医保结算、“厕所革命”、垃圾分类、

“菜篮子”“肉框子”……一件件看得见、摸得

着、离得近的民生“小事”，却直接关联着广

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是广大

群众最关注的事情，也是最能赢得民心的事

情 ，“ 小 事 ”决 不 可 小 视 。 答 好 民 生“ 大 考

卷”，就是要答好一个个具体的“小题目”，想

民所想，忧民所忧，紧紧抓住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用心用情用力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小事”“琐事”“烦心事”，

真正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从生活冷暖到乐业安居，从教

育医疗到公共服务，一件件民生“小事”的落

实落地，助推的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的铿锵脚步，擘画的是乡村振兴、创业

创新、美丽西藏建设的美好图景，传递的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彰显的是为人民

谋幸福的不变初心。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

去。”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多次强调：“大到

水电路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小到柴米油盐等

日常琐碎杂事，都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大

事。”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坚持人民利益

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就是要常

将民生“小事”装在心上、将为民服务的责任

扛在肩上，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

民，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就紧紧

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解决民生“小事”不能

怕花精力、费周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实

行“销号制”，及时跟踪解决，“发现一个，办结

一个，销号一个”，放下“官架子”，多掏“心窝

子”，花更大力气解决好一桩桩“小事”、一件

件“难事”，我们才能搭建起党群、干群关系的

一座座“桥梁”、一条条“纽带”。

民生工作饱含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民生“小事”不仅不可小视，还要更

为重视、细致落实。我们期待着有更多胸中

有丘壑、眼里存山河的干部涌现出来，有更

多为民解忧、谋民福祉的惠民举措在高原大

地落实，有更多的民生“小事”得到圆满解

决，让各族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

位”“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习近

平总书记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与代表委员

共商国是，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

明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精神

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彰显了人民领袖

坚定的人民立场、真挚的为民情怀。

读 懂 总 书 记 的 为 民 情 怀 ，必 须 不 忘 初

心，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不

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

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就是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

秉持着这个初心，我们党才能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才

能领导中华民族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跨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这个根基和血脉就是我们党永恒不变

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必须牢牢守护，不管在

任何时候，都要始终牢记“我们是谁”“我们

依靠谁”“我们为了谁”。只有始终把人民利

益放在最高位置，才能真正取信于民，得到

人民的拥护。

读懂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必须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从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把生命

献给祖国的革命烈士，到领导干部的楷模孔

繁森、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从根本上讲，我

们党的理论都是一切为了人民的理论、党的

路线都是一切为了人民的路线、党的事业都

是一切为了人民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言：“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

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做好稳就业、稳金

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全

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保基层运转的任务措施，以更硬的举措、更

实的作风一项一项地加快推进、一件一件地

抓好落实，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确

保“一个民族都不掉队”“一个都不能少”。

读懂总书记的为民情怀，必须做到公道

正派、清正廉洁。“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

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

有骨气，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

行为、守得住清白。”党员干部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当了干部就高高在上，对待群众颐指气

使，当起官老爷、摆起官架子，让群众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

党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更属于人民，谁

把人民放在对立面，人民一定会推翻他。要

保持清正廉洁、洁身自好，切实管好自己、管

好身边工作人员、管好家属，不该拿的不要

拿、不该吃的不要吃、不该喝的不要喝，把纪

律规矩挺在前面、装在心里，始终做到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清清白白为官、老老实实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

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的执政理念、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切实办好群众身边事，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党

的伟大事业必将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我们

党的执政地位必将更加稳如泰山、坚如磐

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

旗帜和道路。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编写的《马克思主

义新闻观百问百答》一书，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

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观点，

拟定了 100 个问答，对重要观点、重大问题进行理论阐

释，对实践经验、经典案例进行生动解读。笔者看来，对

当前正在新媒体环境下探索和实践的新闻工作者而言，

这一举措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在新时代，尤其是在当前复

杂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工作者做好新闻舆论工作，必

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新 闻 事 业 的 本 质 属 性 要 求 坚 持 马 克 思 主 义 新 闻

观。新媒体的迅猛发展，直接而剧烈地引发了新闻信息

传播的变革，无论是媒体的运作，还是受众的心理，无论

是宏观的传播环境与格局，还是微观的产品内容与形

式，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新

闻事业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新闻活动的内

在规律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

原理和核心论点仍然适用，对新闻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

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始终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导向性，是新形势下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组成。新闻舆论工作的各个方面、

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当前的新媒体格

局与复杂舆论生态下，每一个媒体，无论任何类型，包括

传统媒体、新媒体、党报党刊等等，每一篇新闻报道，无

论任何领域，都应意识到自身的责任，意识到自己的新

闻报道对大众的引导作用，都应以传递正能量为主要目

标。这种导向既是外在的要求，更是内在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仍是新闻宣传工作的理论基础

和行动指南。新媒体作为一把双刃剑，包括我区在内

的全国新媒体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如少数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置责任和使

命于不顾，歪曲新闻报道的事实真相和本质，规避舆论

监督，过于追逐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等新问题。

所以，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深刻领会其实质和

精髓，对于在新媒体环境下杜绝虚假报道、提高舆论引

导能力、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

实意义。

近日，一则“墨脱县发现近千年

‘茶树王’”的消息引起了笔者的浓厚

兴趣。大家都知道，西藏人民饮茶历

史 悠 久 ，日 常 生 活 中 早 已 经 离 不 开

茶，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就承载

了藏区人民对茶叶的旺盛需求，产于

内地的茶叶经由此道源源不断运到

藏区，因而也让世人有了“西藏不产

茶”的印象。

当然，单靠一棵墨脱“茶树王”的

发现还不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产茶，但

西藏种茶产茶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

到上世纪 60 年代初波密易贡茶厂的

建立。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有机

茶叶生产基地，易贡茶厂素以生产优

质高原有机茶著称。而近年来，南边

的墨脱县因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条

件成为西藏茶产业的后起之秀，引种

茶树面积不断扩大，产茶品种逐渐增

多，增收效益十分明显，仅 2019 年就

实现茶青销售 606 万元。与墨脱县相

邻 的 察 隅 县 也 在 积 极 发 展 茶 产 业 ，

2017 年就开始大面积种植茶树，目前

已种植约 1.2 万亩，预计到 2022 年产

生经济效益，西藏的茶产业进入了一

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今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省平利县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

范园区考察调研时说：“把茶叶这个

产业做好。”5 月 21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

首个“国际茶日”，习近平向“国际茶

日”系列活动致信表示热烈祝贺。这

一切都说明茶产业发展的内外环境

一片大好，西藏的茶产业大有可为。

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做好茶产业发

展规划，整合优势资源，打造自身品

牌，形成发展合力，让世人都知道西

藏不仅产茶，还产好茶。只有这样，

神奇的“东方树叶”才能真正成为带

动西藏农牧民群众致富的“金叶子”。

读懂总书记的为民情怀
成业

民生“小事”不可小视
曲查

把消费券用好用准
毛娜

新媒体环境下仍需

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
毛娜

从千年“茶树木”

到致富“金叶子”
张琪

5 月 30 日，“玉垒”和另外 7 只熊猫组成的“国宝

团”乘坐“专车”抵达湖南“新家”，位于武陵山脉腹

地的凤凰中华大熊猫苑，未来它们将在这里定居。

目前，“滚滚”们正在适应期，状态良好、胃口也越来

越好，20 天左右的适应期满后，“滚滚”们将和大家

见面。 新华社发 马雅婷 作

“ 滚 滚 ”

搬 家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