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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代表团：
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团

同志表现出色，取得38枚金牌、32枚银
牌、18 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实现了运动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
赢得了荣誉。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
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你们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备战参
赛带来的严峻挑战，不畏艰难，科学训

练，敢于争先，敢于争第一，圆满完成参
赛任务。在过去的16天里，祖国和人民
热切关注着你们在赛场上的良好表现，
为我国体育健儿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
到高兴和自豪。你们牢记党和人民嘱
托，勇于挑战，超越自我，迸发出中国力
量，表现出高昂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
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
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的人生誓言。你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
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切磋，促进了交

流，增进了友谊。你们的出色表现进一
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
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团结奋斗、凝
心聚力注入了精神力量。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意气
风发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希望你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继
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

育综合实力，提高为国争光能力，激发
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为推
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更大力量。

祖国和人民期待着你们平安顺利
归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2021年8月8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致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贺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加
快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要求各相关部门和
沿线省份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
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
中宣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
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各组
成单位和有关地方高度重视，密切沟通
协调，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序推进
各项工作。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的印发，为沿线省份
完善分省份建设保护规划，推进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整合长城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
文化资源，按照“核心点段支撑、线性廊
道牵引、区域连片整合、形象整体展示”
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格局，重点建设管
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
四类主体功能区，实施长城文物和文化
资源保护传承、长城精神文化研究发

掘、环境配套完善提升、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数字再现工程，突出标志性项
目建设，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
护传承利用体系，着力将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打造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
明的重要标志。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
化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
线带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深
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
河时代精神，加大管控保护力度，加强

主题展示功能，促进文旅融合带动，提
升传统利用水平，推进实施重点工程，
着力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
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
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
划》，整合长征沿线15个省区市文物和
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
路构建总体空间框架，加强管控保护、
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
体功能区建设，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
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教
育培训工程，推进标志性项目建设，着
力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呈现
长征文化，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的精神家园。

据了解，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印发后，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将继续加强整
体统筹协调，尽快印发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指导沿线省份推出分
省份建设保护规划，着力形成定位准
确、特色鲜明、功能突出、贯通衔接的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规划体系。同时动员
各方面力量，建设投融资平台，强化督
促检查，确保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质量
推进。 据新华社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将打造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
文明的重要标志。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将建设成为新时代宣传中国形象、
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
丽名片。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将建设成为呈现长征文化，弘扬长
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为
弘扬长征精神 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家园

成都发布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例

成都市森林覆盖率
至2035年不低于4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城
在公园中，公园在城中。日前，成都
正式发布《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建设条例》。根据《条例》，成都将依
托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生态廊道、天府绿道、天府蓝
网以及全域公园体系等，构建山水林
田湖城为一体的生态基础。该条例
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根据《条例》，至2035年，成都市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43%，城市建成区
绿地率不低于40%，绿化覆盖率不低
于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15
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
低 于 90% ，林 荫 路 推 广 率 不 低 于
85%。

《条例》提出，成都将统筹布局多
种类型的公园形态，营造6类公园场
景。据了解，6类公园场景将以山体、
峡谷、森林、雪地和溪流等特色资源
为载体，建设山水生态公园场景；串
联城乡公共开敞空间，建设天府绿
道、天府蓝网公园场景；以特色镇

（村）为中心，以林盘聚落为节点，建
设乡村郊野公园场景；面向街区内不
同人群需求，营造多种生活化城市街
区公园场景；结合文化建设，打造人
文成都公园场景；将公园形态建设融
入产业功能区建设，打造产业社区公
园场景。

同时，《条例》提出，成都要建立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
的生态经济体系，制定绿色产业扶持
政策，严格落实产业准入制度，引导
资源向绿色高效集约方向聚集，构建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高效的生
产方式。

成都应建立低碳制度体系，完善
碳排放考核机制，引导构建自然、环
保、节俭、健康的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推进城市碳达峰和碳中和。《条例》要
求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
将低碳知识融入到相关课程中，培育
儿童及青少年的低碳生态理念和环
境保护观念。拓展公众低碳场景、构
建碳减排量消纳机制等，推动形成碳
普惠生态圈。

根据《条例》，成都将完善城市轨
道、公共汽车、慢行三网融合的城市
低碳公共交通体系，以绿道、城市道
路为骨架构建串联成网的全域慢行
系统；完善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低
碳出行，建设智能网联场景，发展定
制、共享交通，提高公共交通机动化
出行分担率。到 2035 年，公共交通
占机动车出行比例不低于70%，低碳
交通出行比例不低于85%。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李淼）8月6日夜间开始，我省迎来新
一轮强降雨过程，省气象台连续三天发
布暴雨蓝色预警，8日17时我省启动四
级防汛应急响应。8 月 8 日晚，省委副
书记、省长黄强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减
灾工作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救灾重要
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
第一理念，迅速进入应急状态，深刻汲
取经验教训，持续查漏洞补短板，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确保安
全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黄强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总体上
属中等强度，但局部地区有暴雨或特大
暴雨，个别地方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
录以来历史极值。针对个别地方发生
的人员被困事故，要加紧抢通道路、电

力、通讯，科学制定救援方案，争分夺秒
全力营救被困人员。要抓紧救助受灾
转移群众，加强集中安置点管理，做好
卫生防疫、次生地灾防治等工作，确保
受灾群众有饭吃、有干净水喝、有衣穿、
有棉被、有临时住处，严格避险管控，坚
决做到不安全、不撤回。要深刻汲取本
轮强降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有关
地方好的做法，重点吸取个别地方人员
被困的典型教训，查清事故原因，严肃
追责问责，全面开展煤矿、非煤地下矿
山、尾矿库等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
不安全不生产、暴雨蓝色及以上预警发
布后停产撤人要求。同时，坚持问题导
向，持续查堵漏洞，进一步提升气象预
报尤其是短临预报的精准性，加强中小
河流、中小水库特别是病险水库、城市
及场镇内涝等监测预警、防控治理，充
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重要作用，及时果

断组织受威胁群众提前避险撤离。要
聚焦各自最担心问题，充分考虑暴雨与
暴晴、停电、疫情等叠加的极端情况，做
好应急预案，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
无备，加紧制定巨灾应急方案，加强实
战演练，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
做到行胜于言。

副省长尧斯丹、曹立军出席会议。
省气象局汇报8月6日以来雨情及降雨
过程趋势预测情况，水利厅汇报本轮降
雨过程水情、应对工作经验教训和下一
步应对准备情况，应急管理厅、自然资源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汇报
本轮降雨过程抢险救援、地灾防治、城市
内涝应对、交通运输等工作经验教训及
下一步应对准备情况。南充市、达州市、
营山县、大竹县、渠县汇报应对工作经验
教训及下一步应对准备情况，泸州市、
凉山州汇报应对准备情况。

黄强在全省防汛减灾工作调度会议上强调

深刻汲取教训持续查堵漏洞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灾害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