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 S I P ING R IBAO 2025年3月6日 星期四
编辑|杨喆 汤贺 王淼 校对|纪红4·

■广告部：3262159 ■新媒体中心: 3261380■广告部：3262159 ■新媒体中心: 3267897■社长：籍兰英 ■总编辑：张学志 ■执行总编：赵艳红 3260587 ■值班编委：杨喆 ■视觉：郭霄霄 ■总校：王国成 ■总编办：3264537 ■信箱：jlsipingribao@sina.com ■要闻部：3261813 ■发行电话：3264552
■本报地址：四平市海丰大街1191号 ■广告许可证 05002 ■邮政编码：136000 ■印刷：长春市长报印刷有限公司 0431-86175974 ■定价：全年 448.00元 ■每月 37.5元 ■投递咨询：3224916

山东省莱西市夏格庄镇西夏格庄村，农民在大棚里采收羊肚菌。近日，山东青岛
莱西市夏格庄镇种植的羊肚菌迎来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集中采收和加工。据了解，当
地依托“强村共富公司”合作模式，以经济价值高的羊肚菌为突破口，整合上下游资
源，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形成集繁育、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有效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 李紫恒 摄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
会议2024年11月8日表决通过新修订
的文物保护法，自今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时隔20多年第二次修订，在保持
文物保护基本框架制度稳定的基础
上，由 8 章 80 条增加到 8 章 101 条，增
加了19条、修改了75条。

其中有哪些新理念、新措施值得关
注？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保护力度空前提高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六部门近日印

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学
习宣传提纲指出，与时俱进是文物保
护法的重要特征。

此次修订文物保护法，把经过实
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利用改革
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新增地上文物

“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古、
后出让”保护前置机制；新增地下文物
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加大
对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等。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马自树说，新修
订的文物保护法进一步完善了文物保
护管理制度，筑牢了文物“应保尽保”
的法治屏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我国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总量超过 60 万
处，约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80%。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量大面广，

保护任务重、压力大，修订后的文物保
护法多措并举加强了保护。”国家文物
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说，一是明
确保护要求，规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
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登记
公布，并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
案，明确管理责任人。二是明确要求
制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措施，
并纳入相关规划。三是明确原址保护
措施和相关审批程序，规定未定级不
可移动文物的原址保护措施，应当报
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需
要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
省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流失海外
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功促使
2100多件（套）流失文物重归故土。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首次在法
律中明确了对流失境外中国文物的追
索权和有关程序，声明我国对于因被
盗、非法出境等流失境外的文物，保留
收回的权利，且该权利不受时效限
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专职研究员钟
鸣表示，多措并举织密文物保护法网，
完善法律责任，为我国开展文物追索
返还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推动有效利用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坚持更好发

挥馆藏文物作用，明确文物收藏单位

应当改善服务条件，提高服务水平，通
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文化创意等活
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
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体系不断健
全完善，馆藏文物价值挖掘阐释持续
深入，博物馆已经成为展现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重要场所。”山
东博物馆馆长刘延常认为，新修订的
文物保护法大力推动让文物活起来，
充分体现文物由人民创造、为人民享
有、被人民传承的理念，更好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物管理的现代化，需要与科技
发展、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

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副主任祝
孔强表示，此次修订是我国首次以法
律形式明确加强文物数字化、信息化
工作，意义深远。面向未来，以数字化
手段实现文物行业资源可呈现，以网
络化手段实现文物保护工作可控制，
以智能化手段实现文物管理决策更加
科学化、有依据，将为推进我国文物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
力支撑。

凝聚动员全社会力量
社会公众十分关注文物保护法修

订，提出很多意见建议。修订后的文
物保护法，强化了文物保护宣传教育

和舆论监督、科技和人才支撑、国际交
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
主任梁鹰介绍，此次修订明确国家健
全社会参与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鼓励引导社
会力量投入文化遗产保护。

“让法律实施各相关方都知晓、理
解、熟悉法律规定的内容，推动法律全
面有效落地实施，把历经沧桑留下的
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
好。”梁鹰认为，要将文物保护法纳入
普法内容，利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点，创新传播方
式，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文物保护
的意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
的积极性。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据介
绍，推动文物保护法宣传贯彻实施已
列入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工作要点。

金瑞国表示，国家文物局将组织
开展文物保护法培训宣讲，通过举办
文物保护法专题培训班、文物保护法
青年骨干暑期班、巡回宣讲，开展第一
届全国大学生文物保护法模拟法庭
等形式，帮助文物系统工作人员、文
物领域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公众及时
知悉、准确掌握、有效执行、自觉遵
守相关规定。

（胡梦雪 施雨岑）

惊蛰时节，春耕不歇。记者采访
发现，各地不违农时、追逐春光，为田
野“织彩绸”，为丰收夯基础。

黑土地上，冰雪逐渐消融。在吉林
省四平市梨树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早动手、早储备，抓好春耕备耕工作。

梨树县众惠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去年与周边 7 家合作社组建了联合
社，今年备耕阶段，联合社大批种子、
化肥等农资统一订购，使得农资成本
得以降低。

农资储备足，备耕有底气。合作
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对今年的粮
食生产非常有信心，希望通过保护性
耕作，更好地保护、利用土地，提高产
量，提高品质。”

视线向南，关中平原小麦返青进
入关键时刻。

记者在位于秦岭脚下的神禾塬采
访时看到，晶莹的水滴从铺设在田间
的出水管慢慢渗出，飞散的水花“跃”
入麦田……

从 3 月上旬开始，神禾源这片两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进入了紧张的春

灌时刻。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长丰农
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薛强说，抓紧时间
确保麦苗应浇尽浇，确保小麦起身时的
土壤墒情，是决定麦田产量的关键。

截至3月4日，全国累计灌溉面积
已达2600余万亩，各地水利部门多措
并举，做好春灌工作。

长安向西，昆仑山下，新疆和田地
区和田市吐沙拉镇斯亚村，冬小麦返
青施肥已经开始，黄色的沙土地上麦
苗青青。

不远处的麦田里，斯亚村党支部
书记贾元一边示范，一边给农民耐心
讲解“顶凌”施肥的技术知识。“现在上
层土壤刚刚解冻，下层还在封冻，抓住
这个时机进行施肥，不仅能有效提高
土壤的肥力，还能促进小麦的根系发
育和分蘖生长。”

“目前小麦的根系只有 3 到 5 公
分，必须保证精准灌溉，才能确保肥力
发挥作用。”吐沙拉镇水管站站长白忠
介绍，结合农田用水实际，他们通过总
闸控制、分闸节流的方式控制灌溉用
水，利用自动化应用软件全程监测各

村民小组用水情况，确保精准灌溉、节
约用水。

广袤田野上，农业生产正由“汗水
农业”向“智慧农业”加速迈进。

眼下，广西来宾市迎来糖料蔗春
种时节。在兴宾区凤凰镇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黄安优质“双高”糖料蔗基
地，7台大型拖拉机、甘蔗种植机同步
作业，蔗农有序插入蔗苗，机器自动完
成植苗、盖膜、覆土，15分钟内完成两
垄200米的种植。无人机空中喷洒药
剂防治病虫害。

“使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机，
每小时可种3亩以上，日种20多亩，效
率比人工提高 10 倍以上。”凤凰镇福
库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余才库表
示，机械化种植的甘蔗易出苗，抗旱、
抗病虫害、抗倒伏能力强，便于后期机
械收割。

在江西赣州兴国县永丰镇凌源村
育秧基地，一个个空秧盘在全自动育
秧流水线上缓缓前进，多道工序一气
呵成。

“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比传统人工

育秧效率高出2倍。”种粮大户钟小云
说，他的合作社今年计划种植水稻
1600亩，育秧耕种、播种施肥、灌溉收
割都实现了机械化。

春耕备耕，不只在黑土地、黄土
地、红土地，还在“蓝土地”。

在广东汕尾，海上“春耕”如火如荼
开展。养殖人员忙着将海鲡鱼、石斑鱼
等一批春季鱼苗投放到养殖水域中。

汕尾国泰海洋牧场相关负责人
介绍，“海鲡鱼需要新鲜的小鱼作
为鱼料，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到码头
收购新鲜鱼料，并配合最新研发的
饲料混合投喂，保证鱼类充足摄入
蛋白质。”

广东汕尾市依托455公里海岸线
及 2.39 万平方公里优质海域，大力发
展现代化海洋牧场，年产量超 65 万
吨。2024 年新开工 8 个海洋牧场项
目，总投资 20.65 亿元，构建起从养殖
到冷链销售的全产业链基础。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神州
大地，丰收可期。

（古一平 刘彤 熊嘉艺）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 带来哪些变化

沃野逐春光
——各地有序推进春耕备耕扫描

3月5日，武义县王宅镇上四保村叶常香有机茶园的茶农在采摘首批春茶“春雨一号”。当日，浙江金华市武义县王宅镇上四保村叶常香有机茶园的春茶
开采，武义县正式进入今年春茶采摘期。首批开采茶园2000多亩。武义县是“中国有机茶之乡”。多年来，武义县坚持“抓有机、树品牌、育龙头、促融合”，推
动茶产业“规模化、生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2024年武义县茶园面积12.57万亩，产量2.03万吨，全产业链产值57.29亿元，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主导
产业，带动6万茶农增收致富。 徐昱 摄

3 月 5 日，河北省廊坊市行政审批
局与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在雄安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共同签订《政务服务“区
域通办”框架协议》，廊坊市本级及所辖
县（市、区）3380项政务服务事项与雄安
新区实现“全域通办”。

廊坊市毗邻北京、天津和雄安新
区。多年来，廊坊市积极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大局，与北京、天津携手建立政
务服务联动机制，打造“同质、同效、同
标”的服务模式，实现了政务服务事项
跨区域“全程网办”“一体化智能联办”，
提升了区域合作质效。

在实现与京津两地政务服务“区域
通办”的基础上，廊坊市针对企业和群
众的异地办事需求，主动对接雄安新

区，推进市本级及所辖县（市、区）政务
服务事项与雄安新区“全域通办”。根
据《政务服务“区域通办”框架协议》，廊
坊市与雄安新区两地“区域通办”以企
业、群众异地办事需求为导向，双方将
逐步规范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和时限
等，提升通办事项的标准化程度。

目前，廊坊市与雄安新区的政务服
务中心设置了专门的跨区域通办窗口，
申请人可在两地任何一方政务服务大
厅提交申请，办理涵盖企业投资、社会
事务、市场服务、交通运管、民生服务等
多个领域的政务服务事项，真正实现

“一地受理、两地通办”，减少办事成本
和时间。

（冯维健）

河北廊坊与雄安新区实现政务服务“全域通办”

2024—2025 年雪季，吉林省延吉市
推动冰雪资源与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深
度融合，通过精心打造“冰雪+文化”“冰
雪+赛事”“冰雪+研学”等多元业态，成
功举办第十二届延吉冰雪旅游盛会，构
建起独具特色的冰雪旅游产品体系，有
效激发了旅游消费新动能。

据统计，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
雪季期间，延吉市共接待游客约 306 万
人次，同比增长12.2%；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约43.6亿元，同比增长5.1%。冰雪经
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为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024—2025 年雪季，延吉市依托布
尔哈通河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精心打造
了占地20万平方米的大型冰雪主题乐园
——延吉冰雪欢乐谷，园区内设有冰雪核
心景观区、冰雪机车区、冰雪娱乐区、冰雪
运动教学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游客提供
丰富多样的冰雪体验。在中国朝鲜族民
俗园，举办了第三届延吉花灯节和“福满
上元”2025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上元节活
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延吉冰雪欢乐谷共接待游客约18.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70.7万元；中国
朝鲜族民俗园共接待游客约82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约 1720 万元。两大景区
的活动运营，不仅丰富了延吉冬季旅游
产品供给，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延吉市积极推进冰雪旅游与体育产

业深度融合。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人民
体育场）铺设了2.3万平方米的冰场，打造
了一个标准的速度滑冰场地和两个短道
速滑场地，为冰雪运动爱好者提供了专业
的竞技平台。成功举办了“健康吉林·乐
动冰雪”延吉市“奔跑吧·少年”中小学速
度滑冰比赛、第三届青少年U系列速度
滑冰锦标赛、第四届全民健身大众速度滑
冰比赛等赛事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
客前来观赛，感受速度与激情。

梦都美滑雪场作为延吉市冰雪运动
的重要基地，举办了2024吉林国际高山
滑雪挑战赛、高山大回转挑战赛、“健康
吉林·乐动冰雪”延吉市“奔跑吧·少年”
第二届中小学高山滑雪比赛等滑雪赛
事 ，展 现 了 冰 雪 运 动 的 独 特 魅 力 。
2024—2025 年雪季，共接待游客约 12.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约1400万元。

此外，为持续提升吉林省“一市一
品”体育精品赛事影响力，2024—2025年
雪季，延吉市在布尔哈通河畔成功举办
了第八届东北亚冰雪汽摩运动大会暨

“可喜安杯”冰雪汽车拉力赛，吸引了来
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国家级专业赛车手
齐聚延吉，在冰天雪地中展开速度与激
情的较量。同时，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
也吸引了 18.7 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体
验，让更多人亲身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冰雪
旅游消费需求。

（王雨）

吉林省延吉市多元融合激发冰雪经济活力
2024—2025年雪季接待游客3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3.6亿元

为更好发挥股权投资对科技创新和
民营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 5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的通
知》，进一步优化完善试点政策。

2024 年 9 月，金融监管总局印发通
知，将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设立的金融资
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由上海扩
大至北京等18个城市，并纳入稳经济增
长一揽子增量措施抓好落实。目前已实
现18个城市签约全覆盖，签约金额超过
3500亿元。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从三方面进一
步扩大试点：

一是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
范围扩大至试点城市所在省份。此前，试
点政策仅允许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过附
属机构发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试点
城市范围内开展股权投资。通知明确，相
关基金可以在试点城市所在省份范围内
进行股权投资，有利于扩大基金的项目支
持范围，吸引带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基金
募资，降低基金运作成本，提升运作效率。

二是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

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目前，五家大
型商业银行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通
过试点，探索了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
要模式。稳妥有序增加参与试点的机构
数量，有利于调动更多资金和资源参与
试点，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创新和民营企
业的支持力度。

三是支持保险资金参与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通知明确，支持
保险资金依法合规投资金融资产投资公
司通过附属机构发行的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发行的债券或者
参股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有利于发挥保
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拓宽股权投资试
点资金来源，进一步丰富科技企业多元
化融资体系。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
相关部门推动优化完善股权投资环境，
指导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持续完善制度流
程，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绩效考核体
系，强化风险管控，不断提升股权投资管
理水平，更好支持科技创新，服务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

（李延霞 张千千）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扩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