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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
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
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
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
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
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
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
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提出了8项重点任务。一是

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
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
中华文化数据库。二是夯实文化数字
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
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
国家文化专网。三是鼓励多元主体依
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
务平台。四是鼓励和支持各类文化机
构接入国家文化专网，利用文化数据服
务平台，探索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有效途
径。五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
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
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六是统筹
推进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全国智慧图
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增强公共

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数字化水平。七是加快文化产
业数字化布局，在文化数据采集、加工、
交易、分发、呈现等领域，培育一批新型
文化企业，引领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方
向。八是构建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完
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
据要素市场交易监管。

《意见》要求，在数据采集加工、交
易分发、传输存储及数据治理等环节，
制定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强化中华文
化数据库数据入库标准，构建完善的
文化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完善文化资
源数据和文化数字内容的产权保护措
施。加快文化数字化建设标准研究制

定，健全文化资源数据分享动力机制，
研究制定扶持文化数字化建设的产业
政策，落实和完善财政支持政策，在文
化数字化建设领域布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科技创
新基地，支持符合科创属性的数字化
文化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推进文
化数字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用好产
教融合平台。

《意见》强调，各地要把推进实施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相关部门
要细化政策措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加强对《意见》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
和协调指导，注重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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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五年来，四川省区域经济地理加快
重塑，区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区域发
展新格局加快形成。5月19日，省统计
局发布分析报告，对五年来全省区域经
济发展进行梳理总结。

极核功能显著提升
数据显示，2021年成都经济总量接

近 2万亿，达到 19917.0 亿元，相当于
2016年的1.7倍，稳居副省级城市第三
位，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达到37.0%，
比2016年提高1.2个百分点；常住人口
超过2000万、跻身超大城市行列；人均
GDP达14667美元，实现从中高收入水
平向高收入水平的历史性跨越。

现代产业加快发展。成都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超2500亿元，占全
省比重超过60%；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达107家、居副省级城市第三
位；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品牌不断彰
显，全球首店、中国首店数量仅次于上
海和北京，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增
势良好，服务业占GDP比重达66.4%。

高端资源加快集聚。2021年末成
都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30家；高新技
术企业达7821家，科创板上市及过会
企业总数居中西部第一位；市场主体总
量达332万户、居副省级城市第二位，本
土世界500强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枢纽能级加快提升。成都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达558公里，位居全国第四；
双流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超4000万人
次，居全国第二位，天府国际机场正式
通航投运，成都成为中国大陆第三个拥
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成都国际班列累
计开行量超过15000列，中欧班列连接
境外城市达68个。

引领辐射作用增强。成德眉资同城
化发展加快推进，2021年成都都市圈经
济总量2.5万亿元，占全省比重达46.4%。

五区协同发展成效显著
分析显示，成都平原经济区、川南经

济区、川东北经济区、攀西经济区、川西
北生态示范区协同发展，区域发展差距
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

成都平原经济区协同发展成效明
显。2021年经济总量突破3万亿元，达
32927.8亿元，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63.2%，比2016年提高1.4个百分点。
川南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加快推

进。经济总量连续突破3个千亿关口，
GDP 从 2016 年的 5217.5 亿元增至
2021年的8761.0亿元。经济增速领先
五区，2017-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7.5%，比全省平均水平高0.4个百
分点，增速居五区首位。

川东北经济区振兴发展势头良
好。GDP从2016年的5223.7亿元增至
2021年的 8230.2亿元，2017-2021年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1%。第一产
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7%，居五区首位。

攀西经济区转型发展步伐加快。
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达到3035.1 亿
元。钒钛、稀土精深加工和应用产业加
快发展，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投产发
电，工业增加值达到1081.4亿元，工业
化率达35.6%，居五区首位。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绿色发展特色
鲜明。生态建设成效显著，区内森林覆
盖率超过3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超过
85%。生态经济加快发展，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896.7亿元，是2016年的1.6倍；
全域旅游加快发展，2021年接待旅客超
过7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680亿

元，是2016年的1.6倍。

城镇体系加快优化完善
区域中心城市加快发展。2021年

7 个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均超过
2000 亿元，GDP合计达到 18719.8 亿
元，占全省的34.8%，比2016年提高1
个百分点，其中绵阳、宜宾成功跻身
3000亿元市州行列。从发展速度看，过
去五年，7个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年均增
速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宜宾、绵
阳年均增速分别为8%、7.8%，居21个
市州前两位。德阳、宜宾制造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分别为41.2%、33.1%，分别
居全省第一位、第二位；南充、宜宾第三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均为8.9%，居全省
第一位。

县域底部支撑作用增强。2021年
经济总量超过100亿元的县（市、区）达
125个，比 2016年增加 13个，其中超
1000 亿元的县（市、区）达 11 个，而
2016年仅3个。西昌市、简阳市跻身全
国百强县，龙泉驿、金牛、青羊等10个区
入选全国百强区，入选总数居全国第四
位、西部地区第一位。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田姣

数读四川这五年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刘春华）记者5月17日从省人社厅了
解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今年四川将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帮助
困难企业克服疫情影响，渡过难关恢复
发展。截至5月15日，全省已发放稳岗
返还资金10.24亿元，惠及企业26.58万
户、职工309.93万人。其中，向服务业
市场主体发放稳岗返还资金9.87亿元，
惠及企业 26.45 万户、职工 301.29 万
人。预计全年全省将发放稳岗返还资
金30亿元，失业保险稳定和扩大就业的
政策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企业符合哪些条件，才能享受稳岗
返还政策？省人社厅失业保险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凡是2021年依法参加失
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没
有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5.5％的参保企
业（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
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生产经营

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地区产业结构调
整和环保政策，没有被列入严重失信企
业或僵尸企业出清名单，均可申请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社会团体、基金会、社
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
实施。

稳岗返还标准为：大型企业按企业

及其职工2021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总额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的返还
比例从60%最高提至90%。其中，企业
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补缴
的历史欠费。

为减少办理时间和资金发放环节，
四川优化失业保险稳岗资金返还业务
流程，在全省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

式——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无需申请，
稳岗返还资金将直接返还至其对公账
户或社会保险费缴纳账户。

参保单位可登录四川省公共就业
创业网上服务平台（网址：http：//
103.203.218.134），注册完成后，进入

“单位业务-补贴申报服务-稳岗补贴直
返确认”模块，确认2021年度稳岗返还
的金额，填报接收稳岗返还资金的单位
银行账户信息后，点击“确认”键完成信
息确认。无法在网上进行信息确认的参
保企业，可到参保地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对完成确认的
参保企业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核和公示，
对公示无异议的，由经办机构直接将稳
岗返还资金发放至企业对公账户或社
会保险费缴纳账户。

目前，全省各地正在抓紧组织发放
稳岗返还资金。按照统一部署，6月底
前全省将完成全年发放量的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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