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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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5月 22日电 （记者
谢希瑶）21 至 22 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举行第二十八届贸易部长会
议。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以视频方式出
席。王文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
全面、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

王文涛指出，APEC各成员应以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主线，全面推
进贸易投资各领域务实合作。要发
挥自由贸易安排对推进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主渠道作用，努力推动区域包
容性发展，打造具有惠及性的亚太命
运共同体。

王文涛表示，中方坚定致力于实现
全面、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正在高质
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与东盟成员积极打造中国—
东盟自贸区3.0版，持续推进加入《全
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为全球和区域经济稳定增长
持续提供推动力。中国开放的大门会
越开越大。

王文涛强调，中方坚定支持以世贸
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让发
展成果更好惠及各方。APEC可发挥
助推器、稳定器、孵化器作用，对WTO
工作给予有力支持。中方愿与APEC
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共同推动WTO第
12届部长级会议在疫情应对、世贸组
织改革等议题上取得务实成果。

商务部：

坚定致力于实现全面、高水平的亚太自贸区

新华社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
张泉）一个国家的物种名录不仅直接反
映国土上物种数量的多少，还体现这个
国家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中国科
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22日发布《中
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共收录物种
及种下单元138293个，较2021版新增
10343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据悉，自2008年起，中科院生物多
样性委员会组织国内200多位专家，全
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公开发表的中国生

物物种数据，最终汇编成《中国生物物
种名录》，每年以年度名录的形式发布，
旨在摸清中国生物多样性“家底”，支持
我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行动，促
进相关学科的基础性研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共收
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38293个，其中动
物部分68172个，植物部分46725个，
真菌部分17173个，原生动物界2566
个，色素界2383个，细菌界469个，病
毒805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2版较
2021版新增 10343 个物种及种下单
元，其中，动物界脊索动物门的哺乳纲、
爬行纲、两栖纲进行了整体更新，共新
增279个物种，节肢动物门昆虫纲新增
7498个物种，蛛形纲新增119个物种；
植物界新增794个物种；真菌界新增
1274个物种。

“生物物种名录是认识生物多样性
的基础数据，只有本底清楚了，才有可
能更好地进行研究、保护及进行相关决

策。”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介绍，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布
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2018年至今，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总下载量超过
5TB，在线物种页面访问量超过1000
万次。

本年度名录编研由中科院动物研
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
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成都生物
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分类
学专家完成。

《《中国生物物种中国生物物种名录名录》》20222022版发布版发布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3829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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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通济实验学校高三学生
在进行集体跳绳比赛。

高考临近，位于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的青
岛通济实验学校在开展
复习备考的同时，通过
组织高三学生开展丰富
多彩的集体减压活动，
帮助他们释放身心压
力，以轻松、乐观、自信
的心态迎接高考。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快乐减压快乐减压 轻松迎考轻松迎考

⇦5月 22日，
青岛通济实验学校
高三学生在进行
“托起地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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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22日电 伊朗媒
体 21 日报道，伊朗石油部长已经同
意重启通往阿曼的海底天然气管道
项目。由于美国对伊朗制裁等因素，
这一项目搁置多年。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徳·奥吉在访问阿曼
期间与阿方达成协议，恢复上述项目。

按路透社说法，伊朗是全球天然
气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阿曼希望利
用伊朗天然气资源供给本国能源密集
型产业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厂商。

伊朗与阿曼2013年签署协议，伊朗
将通过一条海底管道向阿曼供应天然
气，为期25年，合同金额600亿美元。
不过，这一项目因多种因素而搁置，直到
2016年，两国才试图重新实施该项目。

2017年，伊朗方面表示已与阿曼达成协
议，改变原计划的管道路线，以避开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控制的水域。

美国政府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
问题全面协议并逐步恢复对伊朗制
裁，包括能源制裁。由于价格分歧以
及美方对阿曼施压、要求其寻找其他
能源供应商，阿曼和伊朗的海底天然
气管道项目一拖再拖。

就美伊两国恢复履约问题，协议相关方
过去一年已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八轮谈判，
美国间接参与谈判，但眼下谈判陷入僵局。

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
判代表阿里·巴盖里本月 15日表示，
伊朗认真对待伊核协议相关方谈判，
将全力以赴通过外交努力“最大限度”
取消美国的制裁。

伊朗通往阿曼的海底天然气管道项目将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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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禽鸟游弋莲荷妍
5月22日，一只白天鹅在水中游弋。
初夏时节，南京市紫金山脚下燕雀湖上，莲荷盛开，禽鸟游弋。

新华社记者
杨磊 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截至21日，
12个非猴痘流行国家已报告92例
猴痘确诊病例和 28 例疑似病例。
世卫组织预测，全球猴痘病例可能
进一步增加。

猴痘主要在西非和中非地区流
行，非洲大陆之外的首次猴痘疫情于
2003年出现在美国。2018年以来，
以色列、英国、新加坡等国在来自尼日
利亚的旅客中发现猴痘病毒感染者。

世卫组织指出：“现有信息显示，
与有症状的病例发生密切身体接触的
人群中正在发生人际传播。”

世卫方面认为，欧洲多国近期出
现的猴痘病例属于“非典型”，仅极少
数病例有过猴痘风险地区旅行史，且

不少感染者经性病诊所检查确诊。世
卫官员戴维·海曼告诉路透社记者，猴
痘病毒眼下“似乎正以性传播方式蔓
延，这扩大了它在全球的传染”。

海曼说，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国际
委员会已经召开视频会议，讨论如何
应对猴痘疫情，包括是否有无症状感
染者、哪些人群感染风险高以及猴痘
病毒的不同传播途径等。

一般来说，猴痘病毒的人际传播
并不常见。人际传播途径包括密切接
触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皮肤损
伤部位或被污染物品等，通常需要
更长时间面对面才能发生呼吸道飞
沫传播。此外，猴痘病毒可能经由
胎盘或生产期间的密切接触发生母
婴传播。

世卫预测全球将出现更多猴痘病例

新华社呼和浩特5月22日电（记
者 李云平）记者从内蒙古大青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9只麋鹿幼
崽近期陆续在该自然保护区降生，这是
当地野化放归麋鹿种群成功繁衍的第
一代，标志着我国首次在蒙古高原南缘
的华北区与蒙新区过渡带成功建立野
生麋鹿种群。

麋鹿属于世界珍稀动物，是一种大
型食草动物，俗称“四不像”。为进一步
扩大麋鹿野外种群，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于2021年9月
29日在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联合实施麋鹿野化放归自然活动，一
次性放归27只麋鹿。

据介绍，科研人员专门给这些麋鹿
佩戴卫星项圈，利用卫星追踪技术监测
它们的野外活动情况，实时掌握它们的
健康状况。最新监测结果显示，这个麋
鹿种群已初步适应内蒙古高寒气候环
境，并成功繁衍后代，标志着麋鹿野化
放归自然活动取得阶段性成功。

麋鹿是我国自然分布的物种，是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曾一度在野外消
失。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人工繁育
麋鹿种群不断壮大，并重建野外种群。
据统计，我国现存麋鹿种群数量近1万
头。实践证明，我国积极发展人工繁育
种群并科学开展野外种群重建，是恢复
保护濒危物种的有效途径。

添丁进口！

我国野放麋鹿种群在内蒙古成功繁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