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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11月
13 日，海西州、西宁市文旅合作
共建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西
宁市召开。浙江省援青指挥部、
海西州委、州政府，西宁市委、市
政府相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上，海西州、西宁市分别介
绍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工
作进展情况，就强化“一芯一环多
带”市州联动，充分发挥东西部协
作机制支撑作用，助力两地文化旅
游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探
讨。共同签署了《西宁市、海西州
文旅合作共建暨高质量发展备忘
录》，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文旅合作
交流的美好愿景。西部机场集团、
浙江长龙航空国际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海西国投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西宁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等与会单位重点围绕研学
产品开发、重点客源地引流、旺季
旅游包机补贴、景区联合推广等具
体合作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为“一芯一环多带”区域文旅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此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不
仅加深了海西与西宁两地之间
的友谊，更为两地的文旅交流合
作开辟了新的道路，标志着两地

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合作迈出
了新步伐。下一步，双方将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充分发挥东西部
协作机制支撑作用，携手共进、
共谋发展，重点在构建“一芯一
环多带”文旅发展格局、打造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推动全省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上“同题共答”

“同频共振”“同行共进”，努力创
建区域旅游紧密合作新样本。
一是建立文旅合作共建协商机
制。定期召开合作发展协商会，
形成信息共享、资源互推、合作
共商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
二是搭建文旅资源共享平台。
加强两地间旅游行业协会、文博
场馆、星级酒店、旅行社、旅游景
区、文化创意等文旅企业间的沟
通交流，鼓励支持企业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
合作项目，共同培育客源市场，
形成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良好
局面。三是深化文旅产品线路
联通。系统整合两地文旅优势
资源，共同开发文化遗产、户外
运动、自驾探秘、研学旅行、避暑
休闲等线路产品，做优主题游、
精品游、深度游，为游客提供多
样化、个性化旅游体验。四是创

新旅游宣传营销模式。联合开
展城市整体营销，定期在国内主
要客源地联合开展宣传促销和
推介活动，共同开发旅游市场。
共同推出引客优惠奖励政策，放
大政策叠加效应。加大联合对
外宣传推介，支持两地文博场
馆、文艺院团、民间艺术团体开
展文艺创作交流活动，鼓励开展
精品剧目巡演活动，形成相互促
进、合作共赢合力。五是深化文
旅交流合作。相互参与支持品
牌文化旅游节会、文化展示、商
贸交流、文化演艺、项目合作等
节会活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
优化升级。建立青甘环线涉旅
案件联合执法机制，旅游旺季期
间双方选派执法人员开展联合
执法。六是互相提供资源支
持。在西宁市区为海西州提供
公共文化产品展示场地，支持海
西打造集文化体验、旅游推介、
农特产品展示及销售等多功能
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七是
推动区域融合联动发展。双方
围绕昆仑文化、农垦文化、吐谷
浑文化联合开展文创产品开发
和数字产业培育，推动文化赋能
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静）近日，省
财政厅按照《“十四五”推进国家
政务信息化规划》关于“坚持‘大
平台、大数据、大系统’一张蓝图
绘到底”的要求，会同省发展改
革委制定印发《青海省省级政务
信息化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据悉，《办法》重点支持提升执
政能力、依法治省、社会治理、经济
治理、市场监管、公共安全和生态
环境保护等管理服务效能的政务
信息化项目。同时，坚持“统筹规
划、集约建设、信息共享、业务协
同、安全高效”的专项资金使用管
理原则，进一步强化专项资金使用
管理，确保以数字政府建设成效引
领数字青海高质量发展。

《办法》结合青海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省级各
部门建设需求，研究编制省级政
务信息化项目年度建议方案，提
出专项资金分配计划及绩效目
标。要求省级各部门按照“实
用、管用、好用”的原则，加强顶
层规划和集成设计，建立健全内
部统筹机制，统一开展本部门政
务信息系统项目储备、申报、实
施和资金管理、组织验收、绩效
管理等工作。

《办法》强调省级政务信息
化项目建设原则上必须依托全
省统一的政务云、电子政务外网
或内网等开展集约化建设，重点
支持分级分散建设的业务系统、
数据资源进行整合的项目，以及

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的项
目，推动省级政务信息系统跨部
门跨层级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和
业务协同。

《办法》坚持网络安全底线
思维，要求省级各部门主动接受
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协商机制
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建设符合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
办法》《青海省省级政务信息化
项目建设管理办法》等相关要
求，把准专项资金投入方向。

下一步，青海省财政厅将持
续发挥财政政策支持引导作用，
以深化省级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共享为目标，以推动破除数字化

“孤岛”为导向，为扎实推进数字
政府建设提供财政保障。

11月12日，12345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诉
求 951 件次，网民留言 79 件
（西宁 12345 微信公众号 69
件、青海12345政务服务网站
5件、中国政府网2件、市长信
箱2 件、人民网1 件），直接办
理439件，转交责任单位办理
512件，回访360件。

热点问题：
1.消费维权83件，无集中

反映问题，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
政府核实处理。

2.物业服务65件，无集中
反映问题，12345 政务服务便
民热线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
政府核实处理。

3. 交通秩序 32 件，无集
中反映问题，12345 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已及时联系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核实处理。

海西州西宁市文旅合作共建
暨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召开

我省出台《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西宁市党建引领“有诉必应马上办”机制创新工作日报

11 月 12 日，西宁市共收
到安全隐患举报 61 件，其中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收
举报 48 件、西宁市应急管理
局接收举报3件、西宁市消防

救援支队接收举报 10 件，其
中涉及小区物业、消防安全、
市政道路、城乡建设等问题，
已及时联系相应县区政府核
实处理。

西宁市安全隐患
举报受理情况日报

新华社利马/西安11月13日电（记者 张远 王钟毅 孙正好）“天涯若比
邻”——这句唐朝诗人王勃的千古名句，既是8年前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
博物馆“华夏瑰宝展”的主题，也是多年来中国和秘鲁传统友好、民心相亲的生
动写照。

2016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出席中拉文化交
流年闭幕式并参观了“华夏瑰宝展”。在活动现场，习近平主席饶有兴趣
地讲起中国文物背后的文化故事，成就中拉人文交流史上的一段动人佳
话。

对时任博物馆馆长伊万·盖齐而言，当时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习近平主席
是一位中国文化的‘荐宝人’。”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纹饰精美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展现大唐盛世的唐三彩、重现丝绸之路中西
交流的瓷器……“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展”在秘鲁首都利马所展出的百余件
展品，取自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极大丰富了秘鲁观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陪同参观期间，令盖齐印象最深的一幕是，习近平主席在兵马俑前驻足，
向一同观展的秘鲁领导人说，“这件文物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陕西。也是
我的老家”。

“习主席在现场还特别介绍了一尊蹲姿的兵马俑。”盖齐说，“一位世界大
国的领导人能像专家一样熟悉文物的细节，让我们这些考古学家感到很惊
喜。”

“习主席让我们感受到，他是这样热爱自己的国家。”盖齐说，他非常钦佩
习近平主席对文明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陕西省文物交流协会秘书长刘芃参与了那次展览的策展工作，同样
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
宝，自己不要轻慢了。”在这位文化工作者看来，在元首外交前沿讲述文
化瑰宝背后的中国故事，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同民族的相互
理解。

中国和秘鲁同为文明古国，源远流长的人文交流架设起跨越太平洋的桥
梁，为中秘友好厚植民意基础。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卡洛斯·阿基诺·罗德里格斯说，秘鲁同中国一样都欣赏文明的多样性、都支持
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对于习近平主席重视和鼓励的文明交流互鉴“很有共
鸣”。

““美人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美美与共””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对于文明的传承与互鉴，习近平
主席念兹在兹。在访问多彩的拉美地区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以华夏瑰宝为
桥梁，亲自讲述中拉人文交流的源远流长。

2014 年，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提到国画大师张大千旅
居巴西时画出的传世珍品《长江万里图》《黄山图》《思乡图》；2016 年，在智
利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谈到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借鉴中国水墨丹青
技法创作《长江》等作品；2018 年，在阿根廷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阿根廷文学巨匠博尔赫斯在《漆手杖》等作品中多次提及庄周梦蝶、长城
等中国元素……

习近平主席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珍视，令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外
方校长珍妮·阿科斯塔印象深刻。“习近平主席不仅对本国伟大文化拥有自信，
也认同其他民族文化的杰出价值。”她说。

阿科斯塔记得，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在墨西哥访问期间参观奇琴伊察
玛雅文明遗址时，提到“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中墨文化交流，在世界文明史上写
下光辉的一页。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发表的演讲中特别提到玛雅人的
金字塔、阿兹特克人的太阳历、墨西哥当代艺术大师里维拉的壁画、文学巨匠
帕斯的著作，引发在场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

正是在那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
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
进的典范。

“一位国家领导人既能讲述自己的文化，又能欣赏他国的文化，这对于两
国发展真正友好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言至关重要。”阿科斯塔说。

书写人文交流新篇章书写人文交流新篇章

11月5日，“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在秘鲁古城库斯科的印加
博物馆举行。来自古蜀文明遗址的黄金制品、青铜雕像、玉石器等珍贵展品，
让秘鲁观众赞叹不已。印加博物馆理事长埃莱亚萨·克鲁辛塔·乌加特说，展
览让秘鲁观众了解到两国的古代文明中都存在对太阳的崇拜，从而感受到彼
此的文化联系。

不久前，“太阳的子民－印加人和帝国四方之地”专题展在深圳南山博物
馆落幕。因观众反响热烈，展期延长了数月。观众刘晏鑫告诉记者，她通过展
览充分感受到拉美文明的魅力，非常期待去秘鲁亲眼看一看马丘比丘等重要
文化遗产。

中秘国宝“跨洋对话”，恰是中拉携手共谱文明交流互鉴新篇章的一个缩
影。从汉语热在拉美地区持续升温，到中拉互派留学生数量不断增长，从玛雅
遗址联合考古成果丰硕，到多批拉美媒体记者来华研修并记录迈向现代化的
中国……近年来，在元首外交的亲自推动和鼓励下，中拉文化交流丰富活跃，
双方在互学互鉴中共同进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
动力。

盖齐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认为这一倡议将推动不
同文明交流互鉴，共筑人类文明的和谐共融。

罗德里格斯相信，全球文明倡议将促进拉美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增进民众
彼此理解、相知相亲。

阿科斯塔说，中国与拉美国家同属“全球南方”国家，中拉文明之间的深度
认同和彼此尊重将加深彼此的友谊、增进相互的支持，促使双方团结应对全球
挑战。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拉人民将继续跨越重洋、
双向奔赴，携手书写一个个心相通、民相亲的故事，为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
体注入更多人文力量。

谱写中拉人文交流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