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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会发布遗产报告集
多项筹办成果已转化为现实遗产

中央宣传部等十五部门部署开展2022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更好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为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文明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
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广电总局、国家乡村振兴
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
联、中国科协日前印发通知，对 2022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
进行安排部署。

通知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突出迎
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线，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依托，围绕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民
农村共同富裕，普及科学理论、宣讲形
势政策、涵育文明乡风、服务群众需
求，激发农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追求
文明进步的巨大动能，推动“三下乡”
提质扩面、提档升级，为促进农业高质
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提
供强大精神力量。

通知强调，要坚持从农村实际和农
民需要出发，深化拓展“三下乡”活动内
容和形式。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

“四史”宣传教育，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
论和宝贵历史经验走进农民、深入人

心。广泛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群众性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找准群众视角、用
活各种方式，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的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传递下去。全
方位推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打
造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品
牌项目和精品活动，激发群众劳动创造
幸福、奋斗成就梦想的动力和热情。创
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把优秀精神文化
产品和服务送下乡，充盈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扎实开展农民科学素质提升行
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培育
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的高素
质农民。大力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促进活动，增强人
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
“三下乡”活动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加大
投入力度，出台扶持政策，更好满足
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积极推动“三下乡”活动常态化，把集
中示范服务活动和经常性工作结合起
来，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方式，不
断提升活动整体质量和社会美誉度。
加强宣传引导，精心组织示范项目、
优秀团队、服务标兵推介展示，及时
总结推广来自基层的鲜活经验和创新
做法，生动反映“三下乡”活动的丰硕
成果、农民群众的积极反响和乡村振
兴的崭新气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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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举行“非遗展演过大年”文旅活动开幕仪式。据介绍，盱
眙县利用当地非遗文化资源，组织舞龙舞狮、花船腰鼓、剪纸展等100多场次活动，丰富群众
文化生活，喜迎新春佳节的来临。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月18日。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我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

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胡 璐）国家林

草局19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国际重要湿地生态
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国际重要湿地
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总体水质呈向好趋势，生
物多样性丰富度进一步提高。

我国现有国际重要湿地64处，其中内地63处、
香港1处。白皮书监测的63处内地国际重要湿地
分布在23个省区市，其中内陆湿地类型48处，近海
与海岸湿地类型15处，共分布有湿地植物2258种，
湿地鸟类260种。

白皮书表示，63 处国际重要湿地面积 372.75
万公顷，同口径相比2019年有所增长。湿地总体
水质进一步改善，53处获取地表水水质的湿地中，
Ⅱ类水比重最大，占30.19%；7处获取海水水质的
湿地中，一类水有3处，二类水有4处。

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 李 典 王沁鸥）《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集
（2022）》19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集包括体育、经济、社会、
文化、环境、城市和区域发展七个
单册，由北京冬奥组委与北京体育
大学共同编制，反映了自2015年北
京申办冬奥会成功以来，筹办工作
在促进冰雪运动普及发展、冰雪产
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社会文明进
步、奥林匹克和冰雪文化普及推
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办城市
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等方面的遗产成果。冬奥场馆赛
后利用、冰雪运动进校园、二氧化
碳制冷技术等科技创新成果，以及
三赛区奥林匹克公园、北京国际奥
林匹克学院的设立等议题，均在报
告中出现。

北京冬奥组委总体策划部

副部长王仁华介绍，创造丰厚的
冬奥遗产，为主办城市和广大民
众带来长期、积极的收益，符合
国际奥委会的改革精神，也是成
功办奥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
北京冬奥会诸多筹办成果已转
化为现实遗产，使广大人民群众
提前受益。

“奥运遗产工作没有成型的
国际规则可循，往届也没有系统
的工作方法和模式可借鉴。国
情、文化不同，规划管理奥运遗产
的模式也不尽相同。”王仁华说，
北京冬奥会是《奥林匹克2020议
程》颁布后第一届从筹办之初就
全面规划管理奥运遗产的奥运
会，北京冬奥组委积极探索创新，
将遗产理念和遗产实践贯穿筹办
工作始终。

据了解，在国际奥委会和国
际残奥委会指导下，北京冬奥组

委与多方密切协作，2018年11月
组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遗产协调工作委员会；2019
年发布实施遗产战略计划；2021
年 6 月发布《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遗产报告（2020）》；与
国际奥委会共同制定的《遗产评
估体系（KPI）》和《场馆遗产计划
通用模板》已被国际奥委会推介
至东京和巴黎等其他奥运会组委
会。北京冬奥遗产工作在很多方
面为未来奥运会提供了示范和借
鉴，成为奥林匹克遗产领域的先
行者。

据悉，此次发布的是赛前遗
产报告。北京冬奥会期间还将发
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遗产案例报告集（2022）》，后续
还将陆续发布赛后遗产报告，评
估和宣传北京冬奥会的长期影响
力和收益。

2021年中央企业

实现净利润1.8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 王 希）中央企

业2021年经济运行成绩单19日“出炉”：全年实现
营业收入 3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5%，两年平均
增长8.2%；实现利润总额2.4万亿元、净利润1.8万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30.3%、29.8%，两年平均增速
分别为14.5%、15.3%。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
19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中央企业效
益增长创历史最好水平，年初制定的营业收入利
润率、研发投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和资产负债
率等目标也得到了全面完成。

统计显示，2021 年中央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
为6.8%，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
达到69.4万元/人，同比增长17.5%；研发经费投入
9045.9亿元，同比增长16.1%。

2021年，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
地产）3.2万亿元，同比增长10.1%；上缴税费2.4万
亿元，同比增长20%；截至去年末中央企业资产负
债率保持在64.9%，圆满完成预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