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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加强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北
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巴丹
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
息地 （第二期）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于
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为世界文明百花

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习近平强调，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
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
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
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

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日前，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界文化遗
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
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
山湖泊群”、“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地 （第二
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
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习近平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守 护 好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瑰 宝 和 自 然 珍 宝
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
进的重要成果。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
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
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其
中包括15项世界自然遗产和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申遗成功的背后，是中国保护传承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的不懈努力。

保护管理取得丰硕成果

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
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为世
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
障。中国依托自然保护地体系对世界遗产实施高效
保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为全球世界遗
产保护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目前，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的保护总面
积已达到7.9万平方公里，涵盖了国家公园、自然保
护区和各类自然公园等上百个自然保护地，实现了
对重要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迹的有效保护，向世
界展现了在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方面的不懈努

力和责任担当。
2017 年起，国务院将“文化遗产日”调整为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社会各界对自然遗产事业的
关注度、支持度、参与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自
然资源保护和管理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自然遗
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近年来，中国涌现出大量保护管理优秀实践案
例。黄山创新性地提出景点封闭轮休制度、有偿救
援制度；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开展“企业+合作社+农
户+基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遗产地内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泰山建设了“智慧泰山”综合保护管理
体系；武夷山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站”
两级管理体系；三江并流将遗产地及其缓冲区内的
探矿权和采矿权全部取缔；黄龙将濒危物种兰花的
克隆繁殖研究作为旗舰科研项目；梵净山实施黔金
丝猴拯救保护工程等。

获得国际认可与荣誉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 《2020年世界遗产展
望》 中的权威评估，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中，全
球整体状况处于“好”或“较好”的比例为 63%，
而中国则高达 89%；全球 7%的遗产处于危急状况，
中国却无一例。

这表明中国在世界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的保护上
不仅达到了国际标准，更明显超越了国际平均水
平，展现出了卓越的保护成效。

伴随着中国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中国在世界
遗产地保护修复和合理利用方面的示范性工作不仅
获得了国际认可，更赢得了高度赞誉。

在濒危物种栖息地保护修复方面，三江并流遗
产地内的滇金丝猴栖息地植被恢复和生态廊道修复
项目，以及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盐城遗产地的
滨 海 湿 地 修 复 项 目 ，均 入 选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
COP15全球“生物多样性 100+”案例；青海可可西里
遗产地的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状况随着三江源国家公
园建设的进行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旗舰物种藏
羚羊、野牦牛数量持续增长，分布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利用始终坚持资源保
护与民生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南方喀斯特、
中国丹霞以及云南三江并流等遗产地，各级政府基
于当地特色，通过特许经营、利益共享、生态补
偿、生活补助等多种方式惠及民众，在平衡世界遗
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消除贫困、强化遗产价值保
护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因此获得了联合国人居署

“可持续发展城市范例奖”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等荣誉。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各个领域的深入实践，中国
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世界自然遗产
和双遗产地不仅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展示美丽
中国风采的典型代表，更日益凸显出中国对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
坚定决心及卓越贡献。

绿 水 青 山 ，呈 现 中 国 精 彩
——中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管理成绩突出

本报记者 严 冰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记者樊
曦、王优玲） 记者 6 日从住房城乡建
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作为三大
工程之一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积极
进展。截至 6 月底，全国已建设筹集
保障性住房 112.8万套 （间），占年度
计划 170.4万套 （间） 的 66.2%，完成
投资1183亿元。

据了解，我国目前的住房保障体
系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种。配租型
包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
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按保本微利原
则配售。

各地加快出台有关实施意见和配

套政策，并在保障用地供给、加快项
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在福
州，当地首个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最近
开通线上申购，西安、广州、深圳、
杭州等城市也已开工建设了一批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在上海，配租型
保障性住房进展迅速。截至 6 月底，
上海全市共新增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
住房约4.7万套 （间），新增供应约3.4
万套 （间），均超半年度工作任务量。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督促各地落实好具
体项目、位置及项目资金，推动项目
加快开工，确保完成年度计划任务。

位于甘肃张掖的七彩丹霞景区。
段长征摄 （人民图片）

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赵广亮摄 （人民图片）

本报巴黎8月6日
电（记者刘峣） 当地时
间 8 月 6 日，在巴黎奥
运会跳水女子单人十米
台决赛中，两名中国选
手表现出色，全红婵获
得金牌、成功卫冕，陈芋
汐获得银牌。5 日晚举
行的女子铁饼决赛中，
中国选手冯彬以 67 米
51的成绩夺得银牌。

截至6日17时，中
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
22金19银14铜。

图为全红蝉在展示
金牌。

本报记者
厉衍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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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要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
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
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
刻阐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等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重要意义和时代内涵，为加强文化和自然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就在7月下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国世
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北京中轴线——中
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和世界自然遗产
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
数达到59项，居世界前列。

“北京中轴线”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
特性的重要标识。包括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在内的全部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
都城规划理论和“中”“和”哲学思想在全球
范围的重要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强大生命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对首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
重视和对‘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的关
心支持，让我们深受鼓舞。”北京市文物局
副局长褚建好表示，“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指引，以此次申遗成功为契机，
全面做好申遗经验总结、完成申遗后续任
务，锲而不舍推动北京老城的整体保护，深
入挖掘‘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价值，让它
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千方百计呵护好文化瑰宝和自然珍
宝，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走进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一块
巨大的电子屏映入眼帘，中轴线的监测工
作机制、监测内容、监测方法等一目了然。

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刘珊
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强调
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在文化遗产
保护管理、监测预警、阐释展示、公众参
与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建设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
景山是15个遗产构成要素之一。

置身景山万春亭，极目向北，声韵悠悠的钟鼓楼相向而立；向南
望去，恢弘典雅的故宫博物院尽收眼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对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提出
明确要求。”北京市景山公园管理处基建科科长都艳辉表示，“我们将
加强与专业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理念，提升
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长江入海口，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浅滩与潮沟相间，水鸟悠
然栖息于草丛之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遗产
地之一，每年有大量鸟类在这里过境、停留。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管护基础设施建设、鸟类科研监测、外来物种
治理等工作，同时加大科普宣教活动力度，让更多人参与到东滩的保
护工作中，确保这一自然珍宝得到更好保护与传承。”上海市崇明东滩
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
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需求。

晴朗夏日，天坛公园祈年殿前，游人如织。
“近年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的推动下，天坛在保护传

承、宣传展示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天坛公园副园长
刘勇说，“我们将深入研究并传承‘北京中轴线’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积极融入‘北京中轴线’的阐释展示体系。”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位于“北京中轴线”15个遗产构
成要素之一——万宁桥附近。近年来，随着申遗工作不断推进，社区
内的道路越来越干净整洁，环境更加优美，生活也更加便利。“总书记
强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这让我心里感到暖暖
的。”社区居民张炜说，“我们不仅是申遗成功的受益者，还要成为中
轴线故事的讲述者，向世界讲述中轴线的悠久历史和沿线居民的切身
感受。”

“巴丹吉林沙漠展示着地球上重要、典型且持续的风沙地貌发展过
程，对于推动超干旱气候下沙漠景观和地貌持续演变的科学研究、促
进沙漠的开发利用和有针对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内蒙古阿拉善右
旗林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局长姚孝德说，“我们要在继续做好保护工作
的基础上，对‘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进行适当旅游开发，让
人民共享自然保护的成果。”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
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秘书处秘书长秦昌威说，“我们将会同相关各方，利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平台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介我国世界遗产项目，进一步加强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各国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交流合作。”

遗产申报是手段，保护传承是目的。申遗的成功意味着新的起点。
坚持保护第一，高质量实施文物本体保护修缮；探索阐释传

承，依靠科技手段提升保护展示水平；强化央地协同，完善遗产保
护管理工作体制机制；鼓励公众参与，夯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公
众基础……为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我国文物工作者进行了
1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推动世界遗产事业高质量发
展指明方向。我们将充分吸收‘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经验启示，
切实履行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责任义务，重点推动西夏
陵、景德镇、三星堆等项目申遗，系统更新预备名单，引领构建中华
文明标识体系，继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制定世界遗产工作规
则，谋划推动遗产保护国际行动，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
慧。”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 （世界文化遗产司） 司长邓超说。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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