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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
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
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
宝。”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释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
秩序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意义和
时代内涵，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
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
动力。

就在7月下旬，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
过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提
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
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
沙山湖泊群”“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目前，我国世界遗
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
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包
括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在内的
全部15个遗产构成要素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中”

“和”哲学思想在全球范围的重
要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首都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对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
关心支持，让我们深受鼓舞。”北
京市文物局副局长褚建好表示，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指引，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
机，全面做好申遗经验总结、完
成申遗后续任务，锲而不舍推动
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深入挖掘

‘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让
它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

千方百计呵护好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是我们的责任与使
命。

走进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
中心，一块巨大的电子屏映入眼
帘，中轴线的监测工作机制、监
测内容、监测方法等一目了然。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
护中心副主任刘珊深感责任重
大：“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强调的

‘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在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监测预警、阐释
展示、公众参与等方面持续发
力，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
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
城南北，景山是15个遗产构成要
素之一。

置身景山万春亭，极目向
北，声韵悠悠的钟鼓楼相向而
立；向南望去，恢弘典雅的故宫
博物院尽收眼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

中对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
水平提出明确要求。”北京市景
山公园管理处基建科科长都艳
辉表示，“我们将加强与专业科
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先进的文物
保护技术和理念，提升文物保护
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长江入海口，上海崇明东滩
候鸟栖息地浅滩与潮沟相间，水
鸟悠然栖息于草丛之间。作为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二期）”的遗产地之一，每年有大
量鸟类在这里过境、停留。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
基础设施建设、鸟类科研监测、
外来物种治理等工作，同时加
大科普宣教活动力度，让更多
人参与到东滩的保护工作中，
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更好保
护与传承。”上海市崇明东滩自
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
栋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
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
前，游人如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
申遗保护的推动下，天坛在保护
传承、宣传展示以及公众参与等
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天坛公
园副园长刘勇说，“我们将深入
研究并传承‘北京中轴线’所承
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融

入‘北京中轴线’的阐释展示体
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白米社区位于“北京中轴线”15
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万宁
桥附近。近年来，随着申遗工作
不断推进，社区内的道路越来越
干净整洁，环境更加优美，生活
也更加便利。“总书记强调‘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
求’，这让我心里感到暖暖的。”
社区居民张炜说，“我们不仅是
申遗成功的受益者，还要成为中
轴线故事的讲述者，向世界讲述
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沿线居民
的切身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
上重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
发展过程，对于推动超干旱气候
下沙漠景观和地貌持续演变的
科学研究、促进沙漠的开发利用
和有针对性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林业草
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说，

“我们要在继续做好保护工作的
基础上，对‘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进行适当旅游开发，
让人民共享自然保护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
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
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
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
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中国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秘书
长秦昌威说，“我们将会同相关
各方，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
台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介我国世
界遗产项目，进一步加强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在
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
是目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新
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
文物本体保护修缮；探索阐释传
承，依靠科技手段提升保护展示
水平；强化央地协同，完善遗产
保护管理工作体制机制；鼓励公
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的公众基础……为推动“北京中
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
者进行了 10 多年的努力和探
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为新时代推动世界遗产事业
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将
充分吸收‘北京中轴线’申遗成
功的经验启示，切实履行《保护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责任
义务，重点推动西夏陵、景德镇、
三星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预
备名单，引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
体系，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参与制定世界遗产工作规则，谋
划推动遗产保护国际行动，为全
球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
慧。”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世
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

据新华社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对“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作出系统部署，其中
专门提出“加强网络空间法治
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
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工作体系”。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
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
清、生态良好是广大网民的共
同期待。近年来，我国全面推
进网络法治建设，系统施策营
造综合治理新生态，持续开展

“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加强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深化网络举
报和辟谣工作，不断优化社会
协同治理的制度机制，凝聚网
络治理强大合力，网络空间生
态环境日益清朗。

“我国出台了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等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完成
了网络法律体系的基本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网
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周辉
说。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近年来，针对网络生态顽瘴
痼疾，网信部门出重拳、亮利
剑，更加注重专项整治的实效
性、治理方式的针对性和机制
建设的长效性，深入推进网络
生态治理。组织开展专项整治
回头看工作，探索加强治理效
果跟踪评估，以督导问效巩固
整治的成果；建立涉企侵权信
息处置协同联动机制，维护企
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形成
覆盖重点领域的跨平台预警机
制，及时化解网络暴力风险。
各项长效机制不断健全，治理
效能持续提升。

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
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
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
领域。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
新课题，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
穷，网络法治建设面临新形势
新挑战，网络空间还存在一些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问
题。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在持续巩固前期工作成效

的基础上，将聚焦群众关切，强
化预警预防，注重协同联动，压
实平台主体责任，着力破解难
点问题，不断健全网络生态治
理长效机制，积极营造更加清
朗的网络生态。

着重加强对未成年人的网
络保护，提供更多有益于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和服
务，坚决整治诱导未成年人盲
目追星、打赏充值、沉迷网络游
戏等现象。

周辉认为，健全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还需持续提升网络
生态治理法治化水平。

“一方面，健全网络管理法
律法规，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网络数据安全、反对网络暴
力等重点领域和技术发展前沿
领域，加快立法步伐，适时将管
网治网的有效做法、成功经验
转化成为制度规范，使互联网
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周辉说，同时，也要提升各主体
法治意识，更好发挥法治固根
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提
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
施网络生态治理的能力。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2024年，“环卫公厕
适老化适幼化改造”继续被列为
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记者
从市绿化市容局获悉，截至7月
底，全市16个区累计完成733座
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完
成任务占比达61.1%。其中，静
安区、松江区在实事项目实施过
程中积极探索、先试先行，已全
部完成年度改造任务。到今年
年底，全市将完成1200座环卫公
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

静安区目前区内50座环卫
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已全部
完工，提前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在金融街中心公厕，有限空间植
入了全龄友好理念。适老化适
幼化厕位内，在成人坐垫圈上叠
加了儿童坐垫圈，并提供儿童踩
脚凳，方便儿童如厕，同时安装
无障碍扶手，也方便老年人起身
和坐下。转角处的墙体加装了
阳角防撞条，避免儿童因磕碰受
伤。每个厕位配置紧急呼叫系
统和计时提醒系统，保障市民如
厕安全，管理员还可通过“夜策”
APP与现场增设的智能监管设备
之间联动，提高夜间如厕的安全
性与响应能力。

徐汇区宛平南路 869 号公
厕，在对内部设施进行更新和改
造的同时，对公厕外观也进行了
重新设计，使之与周边的宛平剧
院融为一体。折扇似的波纹穿

孔板，仿佛为建筑穿上一层外
衣，半透的白纱既体现海派摩登
的精致，也使建筑整体变得更加
流畅，将城市街区风貌与设施人
文有机融合在一起。改造后的
公厕内部通行通道、每间厕位都
配备了无障碍助力扶手，墙面、
地面的双重导引系统，内部风车
形的经典构图既增强了入口的
形式感，又让公厕内部流线更加
清晰分明。

宝庆路17弄公厕地处热闹
的衡复街区，紧邻五官科医院，
每日人流如织，多样化如厕需求
较大。通过此次提质更新，占地
仅17平方米的宝庆路公厕，设置
了3处通用厕间和1间小便间，
最大化利用了厕位的通用属
性。公厕的无障碍间还贴心设
置了小朋友使用的马桶座圈和
踏板，通过修建斜坡、安装自动
门、提供声音提示等措施，以消
除残疾人或行动不便的人如厕
障碍。优先满足无障碍使用的
同时，贴心的设施装配也力争满
足多样化的友好如厕需求。

据悉，根据本市环卫公厕适
老化适幼化改造的三年总体目
标，2023—2025 年期间，将对全
市具备改造条件的环卫公厕全
部完成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其
中，2023 年已完成改造 227 座，
2024 年计划完成改造 1200 座，
2025年对具备改造条件的环卫
公厕实现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全
覆盖。

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为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清朗净网，
如何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

这一实事项目提前出成效
本市733座环卫公厕完成适老适幼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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