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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2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
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
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到“十四
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
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
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
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
供给体系。到 2035 年，建
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
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
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
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
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
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提出了8项重
点任务。一是统筹利用文
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
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
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
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
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
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
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
成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
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
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
服务平台。四是鼓励和支
持各类文化机构接入国家
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
服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
型升级的有效途径。五是
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
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
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
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六是
统筹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
体系、全国智慧图书馆体
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

强公共文化数字内容的供
给能力，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数字化水平。七是加快
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在
文化数据采集、加工、交
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
育一批新型文化企业，引
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
向。八是构建文化数字化
治理体系，完善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
数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

《意见》要求，在数据
采集加工、交易分发、传输
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
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
强化中华文化数据库数据
入库标准，构建完善的文
化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完
善文化资源数据和文化数
字内容的产权保护措施。
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标准
研究制定，健全文化资源
数据分享动力机制，研究
制定扶持文化数字化建设
的产业政策，落实和完善
财政支持政策，在文化数
字化建设领域布局国家技
术创新中心、全国重点实
验室等国家科技创新基
地，支持符合科创属性的
数字化文化企业在科创板
上市融资，推进文化数字
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用
好产教融合平台。

《意见》强调，各地要
把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
化战略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相关部门要细化
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加强对《意见》实施
情况的跟踪分析和协调指
导，注重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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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2日电（记
者 申铖）记者 22 日从财政部了
解到，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资金 100
亿元，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一次性农资补贴，支持夏收和秋
播生产，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
的种粮增支影响，进一步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中央

财政此前已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
一次性补贴200亿元。据介绍，中央
财政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明确补
贴对象为实际承担农资价格上涨
成本的实际种粮者。补贴标准由各

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原则
上县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

财政部要求，各地要充分运用
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利用现有相
关补贴发放基础数据，继续采取

“一卡（折）通”等方式，及时足额将
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中央财政下达100亿元
再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贴

据新华社北京5月 22日电（记者 胡
璐）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 22
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了更好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今年我国将在青藏高原、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生态区位重要和生态
功能良好的区域，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国
系统实施濒危物种拯救工程，有效保护了
90%的典型陆地生态系统类型，300多种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大
熊猫野生种群增至1864只，朱鹮野外种群数
量超过6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增至约300
头，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30万只以上。曾
经在野外消失的麋鹿、普氏野马在多地建立

了人工繁育种群，并成功实施放归自然，重新
建立了野外种群，生存区域和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建有各级各类植物园近200个，收集保
存了2万多个物种，占我国植物区系的2/3。
野外回归珍稀濒危植物达到206种，其中112
种为我国特有种。

我国启动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形成了较
为完整的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体系。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将按照《国家公园
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
程建设规划（2021-2035年）》的总体目标，加
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青藏高原等区域将新设一批国家公园

新华社上海5月22日电（记者 杨有宗）
记者22日从上海市浦东新区获悉，浦东新区
企业复工复产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在生产重
点企业已超1100家，在厂总人数约13.8万人。

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是上海五个特色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之一，复星凯特是园区首批
复工复产的企业。4月下旬以来，复星凯特
工厂严格落实封闭管理要求，划定最小生活、
工作单元，实施生产区、生活区、公共空间分
类管理。目前，企业产能已恢复到疫情前的

50%左右。
据浦东新区科经委介绍，目前，浦东新区

已有204家生产类外资企业复工复产，产能
达到疫情前的30%以上。西门子医疗等企业
产能恢复到疫情前的80%以上，巴斯夫、ABB
等企业产能恢复至70%左右。

据悉，浦东新区还将密切关注外资龙头
企业产业链上的重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浦
东新区数据显示，1至4月，浦东新区累计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3546.63亿元。

上海浦东重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超1100家

5月22日，上海跨区公共交通启动恢复，4条轨
道交通线路和273条公交线路开始运营。目前恢复
的轨道交通线路以覆盖度高的长大干线为主，辅以
地面公交配套衔接。优先恢复的公交线路主要服务

于机场、火车站、三甲医院和各区中心医院，班次间
隔将根据疫情形势和市民出行需求进行优化。乘客
乘坐公共交通需规范佩戴口罩，同时持有绿色健康
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且体温正常。乘客上车
还需扫“场所码”。图为当日，乘客乘坐轨道交通抵
达上海虹桥火车站。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上海跨区公共交通启动恢复

新华社联合国5月22日电（记者王建
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5月22日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发表声明，呼吁人类
携手保护自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四分之三的陆地
环境和三分之二的海洋环境已因人类行为发
生了巨大变化，约有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
威胁。

古特雷斯说，生物多样性对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结束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阻止土地退化、构建粮食安全体系、促进人类
健康等至关重要，人类应停止“对自然毫无理

性的破坏性战争”。
他说，各国政府今年将开会商定一个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明确且可衡量的目
标，以使地球在2030年前走上恢复之路。这
个框架必须从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源着
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拯救我们星球不可或缺但脆弱的自然财
富，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古特雷斯说，“今天，
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2022 年 5 月 22 日是第 29 个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