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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
是》 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
讲话的一部分《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2023 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从战略
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
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文章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总需求不足是当
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会再生产实现良性循
环。要优化政策举措，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

的关键作用。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二
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要继
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文章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要练好
内功、站稳脚跟。我国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
大的内需市场，要切实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抓紧补短板、锻长板。一是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我
国经济必须确保国家安全，确保基本民生，确保基础设施、
基础产业总体正常运转。二是加快实现产业体系升级发
展。要在重点领域提前布局，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
平，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文章指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必须
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二是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文章指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纵观全
球，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把吸引和利用外资作为重
大国策，招商引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要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
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
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

平。一是扩大市场准入。二是全面优化营商环境。三是
有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

文章指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必
须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
险底线。一是防范房地产业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三是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文章强调，2023 年还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谋划新一轮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
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茶余饭后，外出散步，顺道逛逛周边的图书
馆、博物馆；打开手机，点击屏幕，预约一场附
近的文化表演；约上三五好友，步行几分钟，到
文化场馆里上一场艺术培训课……如今在浙江，
越来越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迎接品质文化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如何以公共
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助力推进共同富裕？如何
通过文化惠民举措，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和向往？面对这几道考题，浙江以打造家门
口的“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文艺星火赋
美”等为依托，多措并举，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
神富有，让品质文化生活触手可及。

空间扩容 打造品质文化生活阵地

立春后的之江大地，春潮涌动，暖意渐浓。在
杭州拱墅区，许多市民正在运河桥边散步赏景。

“脚底的桥下空间，也别有一番洞天呢！”周
末，拱墅区桥西社区拱宸桥街道的居民潘素华步
行 5 分钟，来到家门口“桥下空间”艺术场馆
里，参观红木工艺品展览。

潘素华所在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自去年 6月
开始，进行了全面改造。桥下空间进行精心设
计，桥底和引桥两侧从仅有一条逼仄的小道变成
了让居民休憩的小广场，与流经桥底的大运河相
得益彰，让市民游客遍览匠心魅力。社区还引入
第三方运营机构，在此打造了一所“24小时不打
烊的博物馆”——大运河紫檀博物馆。

不远处拱宸桥东的荣华戏园里，每逢周末时
时传来阵阵掌声。政府提供场地，杭州越剧艺术
研究会的演员正在表演，百转千回的唱腔里，观
众听得入神。“别看家门口场地有限，真的利用
起来，生活有趣多了。”已经退休的潘素华，说
起不断扩充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连连称赞。

城市之外，乡村中越来越多的基层公共文化
设施，同样焕发生机，成为越来越多群众“晚饭
后放下筷子就想去的地方”。

“现在觉得自己也懂点艺术了。”在温州市瓯
海区泽雅镇源口村，村民林建光习惯了茶余饭后
去村口的龙溪艺术馆逛逛。

龙溪艺术馆是以当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连碓造纸作坊为灵感，设计打造的乡村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艺术馆里，布局
了展厅、观景台、研学室、咖啡厅等场所，不定期开
展艺术展览、文化讲座及非遗研学等活动。

除此之外，林建光闲时也常常来到村里的文
化礼堂，特色展厅、礼堂剧院等功能室，是他和
不少村民常逛的地方。

对于文化设施偏少的海岛、山区来说，变化
来得更真切：舟山普陀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至白
沙、东极等 9个偏远海岛，渔民画展厅、历史文
化博物馆等设施成了居民们经常打卡的场所；地
处山区的丽水市景宁县大漈乡，村里建起了农家
书屋和文化广场，不仅可以读书看报，公益知识

讲堂、非遗体验活动也办了起来……
当前，浙江正持续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

活圈”，让城乡居民走出家门，步行 15 分钟内，
就可以到达公共文化场馆和公益性公共文化空
间。去年建成约8000个，2023年，这个数字将继
续增加3000个。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将城乡居民的学
习、生活、交流、创业等需求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
个‘文化聚落’，让人民群众有了满满的文化获得感。”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共服务处处长李新芳说。

智慧助力 创新多元数字应用渠道

“之前早就知道这附近活动丰富，可就是找
起来太麻烦。”傍晚，家住杭州市临平区西大街
的高秀兰刚吃完晚饭，准备前往附近的藕花洲剧
院看演出。此前，她已经通过手机安装的“临平

区文化保障卡”应用程序，预约好了门票。
戏剧、展览、演出……这款应用不仅能够以

用户位置为圆心，推荐一公里内的公共文化场
所，还能为用户提供场馆预约、购书打折、积分
兑换等多元服务，方便又快捷。

“没想到离家几百米，就有这么多可看的场
馆。”最近，喜好文艺的高秀兰操作逐渐上手，
就对照着手机上的文旅地图，把家附近的陶艺展
览馆、科技馆、运动休闲公园都转了一遍。

方便周到的数字服务，将线下多元文化产品
与老百姓的需求紧密相连，更让品质文化生活深
入千家万户。

“从新华书店借了好几本小说，看完后在家
门口的衢州市图书馆就能还，很方便。”家住衢
州市柯城区的赵先生平日里喜欢阅读，说起正在
使用的借阅服务，赞不绝口。

衢州市图书馆开发的“图书一键借阅”的数
字化模块，不仅集线上借书、书店借书于一体，
联动线下各大图书馆、书商，实现了纸质图书线
上线下免费借阅，还可以下单后快递到家。为了
进一步丰富阅读资源，衢州市图书馆与浙江省图
书馆进行合作，搭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整
合了浙江全省文献、图书资源实现一键借阅。

“平台打破了图书馆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信
息壁垒，形成全省一张网，文献资源和活动信息
一朵云。”衢州市图书馆馆长徐勤麒说。

如今在浙江，集合“看书”“观展”“演出”
“艺培”等多个场景，信息一屏掌控、服务一网
畅达、监管一览无余的协同管理平台——“浙里
文化圈”正活跃在越来越多人的手机里。

看演出、听讲座、逛展览、学才艺……仅上
线 2 个多月“浙里文化圈”的用户就已超过 110
万。在这里，广大市民除了可以了解各类场馆正
在或计划开展的活动，一站式报名参加文化活
动、文艺社团，还能免费在线学习音乐、美术、
书法、曲艺、摄影、舞蹈等艺术课程。

“云端数字平台的搭建和完善，正在使得便
捷的公共文化服务触手可及。以数字化为纽带，
资源共享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转第二版）

以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浙江：让品质文化生活触手可及
本报记者 窦 皓 郑 娜

孩子们在位于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硅谷社区的“合之舍”书房内看书。该书房是银湖街道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的重要示范点位。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新华社拉萨2月15日电 （记者王
泽昊）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
获悉，2023 年，西藏计划实施 1337 个
乡村振兴项目，投资估算146.73亿元。

据了解，目前西藏自治区已下达
第一批中央衔接资金 68.57亿元；已开
工项目 84 个，涉及资金 7.01 亿元；已
完成前期工作和进入招标程序项目809
个，涉及资金91.31亿元。

西藏自治区乡村振兴局主要负责

人介绍，今年3月1日前将完成中央和
西藏自治区提前下达衔接资金项目招
标工作；4 月 1 日前开工率达到 100%

（海 拔 4000 米 以 上 的 地 区 5 月 20 日
前）；一季度中央衔接资金支出进度
达到 30%。此外，西藏各市地将强化
资金项目管理，尽快完成脱贫县涉农
统筹整合资金实施方案和项目实施方
案，中央和西藏自治区衔接资金用于
产业比重应不低于 60%。

据新华社贵阳2月15日电 （记者
向定杰） 贵州今年将在全省开展“大
数据项目建设年”活动，大抓项目、
抓大项目，力争大数据领域项目投资
完成200亿元，引进成长性强的数字经
济项目200个以上。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 2023 年贵州省
大数据工作会议上获悉，正在建设数
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贵州将继续保持
大数据领域投资稳定，全力打造面向
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建设国家数据
生产要素流通核心枢纽。

据了解，2022 年，贵州大数据领
域 总 投 资 达 205.39 亿 元 ， 同 比 增 加
30.35%，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投
资重点。以“东数西算”为引领，全
省全年新增重点数据中心项目 11 个，
累计建成 8.4万个 5G 基站，打造 5G 应
用场景超300个。

据介绍，下一步当地将实施数字
设施大提升行动，力争到 2025 年，全
省数据中心标准机架达到 80 万架、服
务器达到 400 万台，累计建成 5G 基站
18万个以上。

今年西藏计划实施1337个乡村振兴项目

贵州今年计划引进成长性强的数字经济项目200个以上

安徽省芜湖市近年来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交通条件，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图为2月15日航拍的芜湖
市繁昌慢谷旅游度假区内孙村镇张塘村一带，山峦峰林、阡陌田园与村庄民舍在晨雾映衬下，景美如画。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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