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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新闻传媒中心现有写字

楼对外出租，办公地点位置优

越、来往交通便利、室内装修精

良，有意者请来电联系。

阙先生：13905565826

徐女士：15856514937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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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北京 5
月22日电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
多样性日，记者当天从中国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中国重点野
生动植物保护率达到 74%，今年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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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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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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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草
局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编制国家公

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50个左
右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约
占国土陆域面积的 10%，今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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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的保护力度，确保到2025
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种数保护率达到 75%，国家重点
保护陆生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
到80%。

中国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达74%

今年将新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5月 21日，在山东省惠民
县李庄镇一家体育绳网企业车
间，工人裁剪彩虹网。连日
来，山东省惠民县绳网企业通
过线上等方式签订订单并加紧
赶制。当地现有绳网企业700
余家，生产防护网、体育网等
24个系列 300余种绳网产品，
远销欧美、日本等7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新华社发

山东惠民：

五彩绳“网”市场

5月22日7时，一辆49路公交
车从上海漕溪路公交枢纽站驶出；
与此同时，在上海地铁3号线上海
火车站站，副站长朱林已经来到车
控室开始工作。当日，上海跨区公
共交通启动恢复，共涉及4条轨道
交通线路和273条公交线路。

据悉，当前恢复的公共交通线

路，主要是覆盖度高的地铁长大干
线，辅以相应的地面公交线路配套
衔接。上海轨道交通 3 号线、6 号
线、10 号线、16 号线恢复运营后，
目前的运营时段均为7时到20时，
行车间隔约为 20 分钟。优先恢复
运营的273条公交线路，主要服务
于上海机场、火车站、三甲医院和

各区中心医院。运营单位等会根据
疫情形势，以及对出行需求的预
测，优化线路班次间隔。

目前，乘客乘坐公共交通需规
范佩戴好口罩，同时持有绿色健
康码、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且体温正常。此外，乘客上车需扫

“场所码”。 据新华社

上海跨区公共交通昨日起逐步恢复

新华社昆明5月22日电 菱形脚
手架顶棚下，射灯透出昏暗的光，一具
具装架好的恐龙化石林立，仿佛把人
带回了神秘的远古时代。在禄丰世界
恐龙谷的一隅，48岁的罗家有正专注
地用气动雕刻笔修复着恐龙化石。

罗家有本是禄丰阿纳村的农民，
而现在，他是在“世界恐龙谷”中国
禄丰恐龙大遗址（遗址馆）工作了十
多年的专职化石修复师。

他正在修复的这块恐龙化石，正
是出土于云南禄丰。云南的地层保存
了从太古代生命起源到新生代人类出
现的各时期的化石，仿佛一座见证了
亘古至今生物多样性的博物馆。

1938 年，古生物学家杨钟健教
授在禄丰大冲亲自发掘、修复、装架
了完整的恐龙化石标本“许氏禄丰
龙”。此后80多年来，这里出土的恐
龙化石个体达上百具，年代跨越侏罗
纪早、中、晚三个时期，禄丰因此被
誉为“中国恐龙原乡”。

罗家有依然记得，小时候常听老
人说起“龙骨油灯”的故事。早年间，一
些村民把乡间劳作时捡到的奇形怪状
的石头带回家，并称之为“龙骨”。因为
买不起真正的油灯，人们就用“龙骨”
的凹陷面点起了油灯，村里很多人家
都有这样的“龙骨油灯”。

如今，这些“龙骨油灯”在遗址
馆里展出。“这些‘龙骨’其实很多
是恐龙的脊椎骨化石。但当时人们很
穷，更不了解什么是恐龙化石，才会
拿来点油灯。”罗家有说。

恐龙这份“远古红利”，这些年
正带动着周边居民脱贫致富。

恐龙谷户外温泉管理人员黄永琼
说：“以前在外面打零工，生活很不
稳定。现在回到家乡，在恐龙谷工
作，公司给交五险一金，生活更有保
障了。”

“恐龙已经深深融入到了禄丰人
的工作与生活。禄丰这座城，‘活’
起来了。”禄丰市恐龙化石保护研究
中心主任王涛说。

一座恐龙谷

带活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