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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守帅）12 月 29 日下午，省委书记
彭清华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扩
建区和天府艺术公园调研。他强调，要
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把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作为战略引领，扎实抓好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各项工
作，加快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享有
盛誉的城市名片，也是成都环城生态公
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地于 2019 年 9
月启动扩建工程建设，即将建成启用。
经过扩建改造，基地大熊猫活动空间、游
客承载能力及游览体验、景观品质、服务

设施和研究条件等将得到显著改善和增
强，为擦亮我省“三九大”文旅品牌提供
重要支撑。调研中，彭清华在基地西大
门广场仔细听取扩建工程建设和扩建区
开放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登上状若春笋
的熊猫塔眺望基地全貌，走进扩容后的
大熊猫等动物生活单元，细致察看室内
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详细询问了解大
熊猫繁育、科研和科普教育等工作开展
情况。他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肩负着守护“国宝”繁衍生息、开展科普
教育、推广熊猫文化、促进友好交流等特
殊使命。要以扩建区建成投用为契机，
进一步强化科研和人才支撑，做好大熊
猫繁殖、育幼、野化放归等工作，丰富“熊
猫+”文旅业态，讲好大熊猫故事，不断提
升大熊猫这一超级IP的国际影响力和美

誉度。彭清华指出，大熊猫国家公园是
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庇护所，成都市要会
同相关方面共同抓好大熊猫国家公园成
都片区的建设工作，加大栖息地保护修复
力度，不断夯实公园城市生态本底。得知
基地扩建区将于元旦开园试运营，彭清华
反复叮嘱要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确保游客游得放心、玩得舒心。

离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彭清华乘车前往刚开园就吸引大量市民
打卡的新晋“网红”地——天府艺术公
园，调研了解公园规划建设运营和打造
文化地标、开展文艺惠民、提升城市人文
价值等情况。在公园蜀园片区，他实地察
看了解川剧艺术馆等项目规划建设情况，
走进位于公园锦园片区的当代艺术馆、天
府美术馆，详细询问了解文艺惠民活动的

进展成效，并参观了有关展览。彭清华
说，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认真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主动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提供更为多元、更加丰富的公共
文化服务，更好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需要。在公园规划馆室外平台，彭清华
认真察看公园总体布局情况，对公园以艺
术为魂、商业为形，实现文化、产业、空间
相融合的规划设计理念给予肯定。他指
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要把历史和文化、传统和现代、自
然和城市连接贯通起来，突出生态价值构
建绿色空间体系，全面提升城市宜业宜
商宜居宜游功能品质，让公园城市不仅
有高颜值，更有烟火气和幸福感。

省领导施小琳、曹立军，成都市领导王
凤朝，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12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做好2022年春运疫情防控
工作；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确定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和保障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措施。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仍然
严峻复杂，我国部分地区疫情点状暴发。
2022年春运从1月中旬开始到2月下旬
结束，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强科
学精准防控，针对春运期间人员流动密
集情况，完善和抓实春运疫情防控。一
是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根据疫情风险情
况引导科学有序出行，防止一刀切。引
导企业、高校错峰避峰安排放假和人员

返岗返校，适时组织“点对点”运输。实
施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接待。二是加
强候车候机等场所消毒，严格落实体温检
测、戴口罩等要求，采取线上售票、增加安
检通道等方式避免人员聚集。加强农村
地区交通运输疫情防控。三是加强春运
期间重点物资运输保障，保障民生物资
供应，完善应对恶劣天气等预案。四是确
保春运安全，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为持续减轻个人所得税纳税人负担，
缓解中低收入群体压力，会议决定，一是
将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实施按月换算税率单独计税的政
策，延续至2023年底。二是继续对年收
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补税或年度汇算补

税额不超过400元的免予补税，政策延续
至2023年底。三是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单独计税的政策，延续至2022年底。上
述三项政策，预计一年可减税1100亿元。

促进社会公平很重要的是保障教育
公平。为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乡村任
教，提升教育质量，会议决定，一是强化
乡村教师待遇保障。严格落实义务教育
教师平均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
规定。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绩效工资核
定向乡村小规模学校、艰苦边远地区学
校等倾斜。二是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支持艰苦边远地区改善乡村教师周转宿
舍，推动地方为乡村教师提供稳定性住
房。三是加强对乡村教师的培训，促进

培训与学历教育相衔接，支持乡村教师
便捷提升学历。继续实施“优师计划”，
每年为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定向
培养万名本科师范生。放宽乡村教师职
称评审学历要求，提高教学实绩权重。
四是引导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轮岗流
动。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五是切实
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
务教育，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
校为主，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
保障。严禁收取借读费、赞助费。创造
条件，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提
供更多机会。高校招生继续加大对中西
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这是一曲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
长歌——

从长安到罗马，从泉州到麦加，古
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
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传承丝
绸之路精神，携手打造开放合作平台，
为各国合作发展提供新动力。在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下，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高质
量发展，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动力。

重大倡议，千年丝路焕发生机
两千多年前，先辈们怀着友好交

往的朴素愿望，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
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和平合作的
桥梁。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与西方
的宗教、天文、历法随着阵阵驼铃与片
片白帆转运流通，古丝绸之路见证了
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
知其数”的繁华。

然而，由于种种干扰和平的不确
定因素，古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流淌着
牛奶与蜂蜜的地方”，一度成为冲突动
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

一项重大倡议让延续千年的丝路
重焕生机——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
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先后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是历史潮流的延
续，更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倡议一
经提出即引发了强烈的时代共鸣。
2017年和2019年，中国先后举办两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参与
国家从首届的 130 多个到第二届的
150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越多……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
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
现共赢和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语掷地有声。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以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为内核的互联互通方案
正是“一带一路”的精髓所在。

务实合作，共享机遇成就梦想
2021年12月3日，随着“澜沧号”和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万象站和昆明站分
别驶出，中老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运营。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杆项目之一，中老铁路让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的梦想成为现实。

提升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注
入发展动能、改善生态环境……从亚洲
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共建“一带一路”
让无数梦想成真，给沿线国家带来更多
机遇。

迄今，中国已与140个国家、32个
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合作文件；雅
万高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瓜达尔
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项目扎实推
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
构基本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
伴贸易额累计超过9.2万亿美元，中国
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300亿美元；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资金渠道……

命运与共，携手并肩开创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相互支持，缔结起团结抗
疫、共同发展的命运纽带。

当海运受阻、飞机停飞之时，中欧
班列“逆流而上”，成为全球抗疫合作
重要的“生命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运送
防疫物资1232万件、9.6万吨，畅通“生
命运输线”，把口罩、防护服等急需防
疫物资送往欧洲。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
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
之路”……2016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
的演讲鼓舞人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一带一
路”展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眼界开阔
的“新世界观”。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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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命运与共——丝路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