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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报废车辆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从每年数
亿人次打卡博物馆、非遗走红到三星堆
考古引发世界关注，从红色旅游升温到
《山海情》《觉醒年代》《我和我的祖国》等
主旋律影视剧“圈粉”年轻一代，从红火
的乡村文化大院到城镇密布的图书馆、
博物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获的不仅是
物质文明的胜利，更是精神文明的成长、
人民精神力量的增强，包括文化建设在
内的“五位一体”高质量发展汇聚成百姓
全方位的幸福感、获得感。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丰
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引领，以文化人、培根铸魂。小康中
国，正以更昂扬的文化自信走在大路上。

服务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

在东莞图书馆，有一支志愿者服务队
让人印象深刻，他们默默地在读者身边提
供服务，其中大部分都是外来打工者：电
工、保安、厨师……职业身份五花八门。

“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
是图书馆了。”疫情期间，一位农民工手
写留言深情告白东莞图书馆，感动亿万
网友。

城市里的公共图书馆如同一座座灯
塔，照亮人们的精神和灵魂。

铺展开新时代的宏阔画卷，处处闪
现着这样的动人细节。

数字跃升，见证“文化小康”的坚实
步伐——

时间之钟拨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
年,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为55个，博物
馆数量仅21个。

70多年的持续努力，带来翻天覆地
的变化。截至2020年末，全国共有公共
图书馆3212个，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美术馆和5214家博物馆免
费开放，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

来看文化产业“十三五”以来的成绩
单：2015年至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从2.7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4
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3%，占同期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从3.95%上升到4.5%。

让我们将时间的纵深拉长：1979年
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茶

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起标志；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的关系，双轮驱动的文化体制改革
拉开序幕；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稳步向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我国文化
产业发展足迹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的上升曲线。

风貌焕然，标注“文化小康”的丰硕
成果——

在陕西安康，新民风建设引领乡村
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几年来摆酒席
减少三分之二，“人情份子”下降七成；在
福建福安，旧民居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

“新课堂”；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
点赞”“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善村
规民约、倡导文明风尚……

赋能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近
年来，结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
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各地
加快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全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中心 57 万多
个。甘肃“乡村大舞台”、湖南攸县“门前
三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等创新
实践接地气、旺人气、正风气，广受群众
好评。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逐步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也大
幅提升，提供“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成
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疫情防控期
间，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个线上展
览，吸引超50亿人次浏览，让“云生活”
演绎出别样精彩。

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
代》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陈独秀的扮演
者于和伟喜提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
兰奖“最佳男主角”；对口扶贫题材电视
剧《山海情》从“出圈”迈向“出海”，在国
际市场获得肯定，先睹为快的海外观众
纷纷点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
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放
眼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
勃发展，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用文化提
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形塑亿万中
国人的精神气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

1.5 万种，如今每年出版图书约 50 万
种。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一大批
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好书’。”中国出版
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书荒”到“书海”
的跨越，见证了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也
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疫
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复排、创排
了数千部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
作品。从民族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到话剧《人民至上》、彩调
剧《新刘三姐》，再到福州伬艺《血色鸡角
弄》、莱派尔《有事就找咱书记》，一大批
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舞台艺术精品，记录历史
伟业，激发革命斗志，鼓舞中国人民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好、精
不精”，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
生了深刻转变。提升文化内涵、为精神

“补钙”的文化旅游休闲活动备受青睐。
2018年4月8日，新组建的文化和

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
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们内心深处对
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数据显示，国内游人数从2011年的
26.41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60.06亿
人次。与此同时，红色旅游热度逐年攀
升，从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与红色
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到14.1亿。

2021年5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联
合中央宣传部等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
百条精品线路”。沿着中华大地的“红色版
图”，人们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古老的紫禁城外，身着雅致汉服的
年轻人排起长队，构成一道颇具“穿越
感”的独特风景。在这些“90后”“00后”
眼中，这座600多岁的皇家宫殿是代表
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红”。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上元
之夜”，再到“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
六百年”大展，故宫正以新创意创造着新
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是传

承，让文化遗产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增强
文化自信的基石。”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
霁翔说。

从1987年长城、故宫等成为我国首
批入选的世界遗产，到如今以55项世界
遗产位居世界前列；从2002年启动“抢
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工程，到我国42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册）居世界第一，我们走出一条符
合中国国情的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之路。

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才能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2017年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出台《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4年多
来，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
生活各方面、国民教育各领域，滋养精神
根脉、点亮小康生活。

抓住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契机，
各地因地制宜举办一系列接地气、有生
气的“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许多曾热
衷过“洋节”的年轻人领略到传统节日的
魅力。与此同时，戏曲进校园、进乡村让
学戏、懂戏、爱戏的人越来越多，节令饮
食、中医养生、传统体育渐成时尚。

螺蛳粉近日火了！这次，它晋级成
了国家级非遗。6月10日，第五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185项公布，
柳州螺蛳粉制作技艺等上榜。

百姓小手艺，致富大产业。柳州螺
蛳粉已发展成为面向全国的特色产业，
带动了养殖、种植、加工以及服务业等相
关产业的融合发展，在解决就业、脱贫致
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
要作用。

在全国很多地方，传统手艺正转化
为脱贫生产力。数据显示，“十三五”以
来，有关部门支持各地设立各级非遗扶
贫就业工坊超过2000家，带动数十万人
就业增收。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

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以文化焕发出
的内生动力，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文明价
值导向，滋养新时代、照亮复兴路。

坚定文化自信 精彩精神生活
——从“文化更加繁荣”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新华社河内7月15日电 为海外中
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春苗行动”
15 日在越南正式启动，当天 2600 余
名在越中国公民接种了中国国药新
冠疫苗。

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当天在位于
越南首都河内的接种点说，“春苗行动”
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海外中国公民
和同胞的关心关爱，也是中国同世界各
国加强抗疫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在
越南开展为中国公民接种疫苗的“春苗
行动”，既是维护中国公民的健康安全，
也是为当地抗疫做出贡献。

现场接种疫苗的中国公民纷纷表

示，此次能通过“春苗行动”接种国产疫
苗让人感到安心，来自祖国的关怀也让
他们深感温暖。

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消息，当天在
河内和越南北部北江省共有2600余名
中国公民接种了疫苗。“春苗行动”计划
在包括河内、胡志明市、岘港市在内的
越南27个省市设置接种点。

越南本轮疫情自4月底暴发以来持
续蔓延。截至当地时间15日零时，越南
累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37434例，其中
大部分为本轮疫情中的新增病例。越
南卫生部6月初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生产
的新冠疫苗在越南紧急使用。

“春苗行动”在越南正式启动

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5日电“‘一
带一路’倡议是一辆快车，中巴经济走
廊正在促进巴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断惠
及广大当地民众。”巴基斯坦中巴经济
走廊事务局主席阿西姆·巴杰瓦14日在
伊斯兰堡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说。

中巴经济走廊是共建“一带一路”
的标志性项目，于 2013年启动建设。
2015年，中巴两国政府确定了以中巴经
济走廊为中心，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
基础设施、产业合作为重点的“1+4”合
作布局。目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入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聚焦农业、社会民
生等领域合作。

巴杰瓦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填补
了巴能源缺口，完善了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的建设运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巴杰瓦表示，前期项目的落地为走
廊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奠定了
坚实基础，增强了特别经济区吸引外资
的能力。在新阶段，双方将加强科技和
农业领域的合作，开启巴工业化时代，
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当地民众。

谈到瓜达尔港建设时，巴杰瓦说：
“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枢纽。”他
表示，走廊框架下的新瓜达尔国际机
场、职业技术学校和医院项目正在有条
不紊地建设。优良的道路基础设施将
瓜达尔港与巴国内其他地区相连，增强

了区域间互联互通，为巴国内经济提供
了动能。

巴杰瓦告诉记者，中巴经济走廊联
委会第十次会议即将举行，双方为此做
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0个联合工作组
工作进展顺利，涉及能源、交通基础设
施、瓜达尔港、产业园区、科技以及农业
等领域，“我们希望可以在不断夯实走
廊项目建设的基础上深化走廊项目合
作。”巴杰瓦说。

巴杰瓦表示，农业在巴国民经济中
占很大比重。巴方十分注重农业发展，
推出了一系列试点项目，期待未来通过
双方通力合作，加大科研投入，在巴发
展现代化农业，增产节水的同时为当地
农民带来福祉。

“中国的脱贫经验为我们树立了典
范，值得我们学习。中巴经济走廊框架
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联合工作组的重心
聚焦脱贫，我们将致力于开发更多项目
帮助民众减贫脱贫。”巴杰瓦说。

巴杰瓦表示，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
发展的榜样，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从中
国的增长模式中汲取经验。中国在后
新冠疫情时代迅速恢复，展现出了强劲
的经济实力。“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是
更加开放的态度和更多的机会，我们希
望从中受益，不断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高
质量发展。”

乘“一带一路”快车，迎经济社会发展
——访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事务局主席巴杰瓦

中国女足在河北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举行公开训练
课。图为中国女足队员在训练中（2021年7月10日摄）。

□据新华社

攻坚克难，
中国代表团冲刺东京

即日起，我市将开展为期4个月（5月8日至8月31日）的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从严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提升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在专项行动开展期
间，安顺市生态环境局全天24小时受理人民群众及NGO组织关于生态环境
问题的举报。

举报电话：0851-33727952
来信举报地址：安顺市生态环境局环境突发事件应急中心（安顺市西秀

区迎晖大道9号）
安顺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5月8日

安顺市生态环境局
受理生态环境问题举报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