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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孩子们在青岛
海洋军事博物馆参加研学活
动。

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来临之际，位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准零点景区的青岛海洋
军事博物馆举行了国防安全为
主题的研学活动，组织学生观
摩退役装备，开展国防安全知
识问答，普及总体国家安全观，
增强孩子们的国家安全意识。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刘
诗平）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 14 日表示，

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一季度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898
亿元，同比增加 76.2%。

王道席在水利部举行的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南

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云南滇中引

水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等一批

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湖北碾盘山水

利枢纽工程、江西花桥水利枢纽工程实

现下闸蓄水。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

7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 51万人。

据介绍，一季度新开工了湖北姚家

平水利枢纽工程、安徽凤凰山水库工程、

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四川三

坝水库工程、云南腾冲灌区工程等 11 项

重大水利工程，总投资规模 476 亿元，较

去年同期多6项、多增投资规模252亿元。

王道席说，水利部坚持“两手发力”

落实水利建设投资，在积极争取各级财

政加大水利投入的同时，努力扩大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中长期金融信贷、社会资

本使用规模。一季度，全国落实水利建

设投资 4071 亿元，同比增加 548 亿元，增

幅 15.6%。

据统计，一季度全国新开工水利项

目 7239 个，较去年同期多 1948 项；新增

投资规模 3206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 562
亿元。

王道席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力

以赴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努力保持水利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规模和进度，扎实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898亿元
同比增加76.2%

青岛开展
国家安全教育研学活动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国务院办公厅 14 日发布《关于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中
国证监会随后就相关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此次改革坚持问题导向，首次在制
度层面厘清了独立董事的角色定位、职
责范围、履职方式、法律责任等，有助于
独立董事真正做到“独立”又“懂行”，当
好上市公司守护人。

独立董事，顾名思义，就是要发挥
外部人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在上市公司

中发挥决策、监督和咨询的作用。这是
现代企业制度下完善公司治理的一个
机制性安排，更是督促上市公司规范经
营、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一个监管举
措。

自2001年我国资本市场引入独立
董事制度以来，独立董事发挥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但受定位模糊、责权利不对
等等制约，部分独立董事沦为“花瓶董
事”“人情董事”“不独立董事”，蜻蜓点
水式的履职效果欠佳。

此次改革直面独立董事名不副实
的问题，清晰界定独立董事的角色定
位、职责范围和法律责任，明确独立董
事履职方式，建立提升独立董事独立履
职能力的机制，以系统性改革助推独立
董事制度落地落实。

让独立董事名副其实关键在于

“独立”。从公司治理实践来看，让独
立董事与大股东和经营层绝缘不现
实，关键要提升独立履职能力。此次
改革从任职资格、提名选举、人才来源
等各环节完善制度设计，将进一步提
升独立董事的独立履职能力。通过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重大事项事先认可
等履职方式安排，对独立董事的独立
履职给予保障。

让独立董事名副其实需要责权利
匹配。身为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决
策不担负实际责任，就失去了独董制度
的意义。但如果让独立董事为上市公
司的所有行为都承担责任，又很不现
实。责任过轻或过重都可能导致过罚
不相当、“劣币驱逐良币”等问题。为
此，有一个清晰的职责范围、责任边界，
实现责权利匹配，是独立董事真正发挥

作用的重要前提。
让独立董事名副其实需要提升履

职能力。不是公司的人，还要管好公
司的事，对独立董事来说并不容易。
一方面，上市公司要从组织、人员、资
源、信息、经费、履职风险防范等方面
提供必要支持，为独立董事履职打造
硬环境。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也要真
正担起责任，履行好上市公司守护人
的职责。

独立董事制度改革不是一蹴而就，
需久久为功。要坚持立足国情，体现中
国特色和资本市场发展阶段特征，构建
符合我国国情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
度体系，为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有力支
撑。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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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

之年。站在新征程、新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

务，喀喇沁旗文化旅游工作将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重要部署，面向经济发展、面

向文化传承，大力实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战略，

以创新的思路、务实的举措推动文化旅游事业高

质量发展。

坚持发展为先，做优做强文旅产业。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方向，在培育壮大文旅

产业、开发旅游资源、提升旅游业态、挖掘历史文

脉上下功夫，在生态休闲、养生度假、教育研学、

冰雪运动上做文章，推动全旗文化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全力争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和“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旅

游品牌，高质量完成自治区文旅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暨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举办工作，以品牌建设

促高质量发展。深入打造“全域皆风景、四季都

能游”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马鞍山文化旅游教

育研学基地、美林谷亚高原运动休闲度假区、王

爷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亚太森林组织多功

能森林体验基地、山戎部落旅游区、玉龙川田园

综合体等核心景区建设，高标准、高起点谋划王

爷府历史文化名镇和月牙山旅游风景区开发建

设项目，把核心景区、重点项目建设作为聚优势、

强产业、活业态、促消费的重要支撑，全力构建差

异互补、相互依托、相互彰显、共同强化的融合发

展“大格局”。结合锡伯河流域百公里乡村振兴

农文旅康融合发展试验示范区建设，突出民俗、

风光、人文、自然、历史等自身优势，培育特色化、

差异化、优质化的新型乡村旅游业态，着力打造

休 闲 康 养 度 假 游 和 近 郊 乡 村 游 品 牌 的“ 升 级

版”。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厚重的历史文化，

大力发展田园观光、冰雪体验、户外运动、文化活

动、文创产品、美食体验、高端民宿、深露营、微度

假等旅游业态，努力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功

能，强势塑造“清新喀喇沁、健康生态游”品牌。

坚持服务为本，丰富文化产品供给。围绕党

的二十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个打造”等时

代主题，创作推出一批具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

戏剧、短剧、短视频、微电影、小品、相声、歌曲等

作品。继续深入打造乡村振兴主题话剧《临山春

晓》，加强排演、不断打磨，争取早日搬上舞台与

观众见面，并全力争取荣誉，积极申报自治区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内蒙古自治区艺

术“萨日纳”奖，提升文化软实力。持续举办好

“百姓大舞台”“送春联下乡”“广场舞大赛”“农牧

民文艺汇演”“好书伴我行”“快乐阅读”“快乐童

年”“我心向党”“爱祖国、爱家乡”等品牌文化活

动。深入开展“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到人民中间

去”“百团千场”“送欢乐、送文明”“送戏下乡”“送

书下乡”等公共文化活动，不断提高群众文化生

活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延伸历史文化遗产价
值。牢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要让更多文物和文

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

围”的工作指引，充分利用喀喇沁历史文化资源

优势，对全旗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挖掘、有效保护、

科学利用、活态传承，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与旅游

产业资源融合发展。严格落实全旗三级文物长

制，加强全旗 605 处不可移动文物属地管理责任

落实，推动文物保护工作向法治化、规范化进程

持续迈进。在做好亲王府、龙泉寺文物保护修缮

工程的基础上，围绕王爷府历史文化名镇开发建

设项目，加快实施后花园改造升级、清代车马出

行体验道修建、福会寺修缮、咸应寺布展等项目，

努力释放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打造以文化名镇

为主体的知名旅游目的地。积极开展历史文化

遗产研究梳理，深入挖掘开发兴隆洼文化、赵宝

沟文化、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遗迹典故和清代

喀喇沁王府雅乐、传统榆鼓、甘苏庙庙乐、藏传佛

教密宗乐舞等非遗文化，提炼文化精髓、历史内

涵，让文化讲好地方故事，展现一个真实、立体、

全面的喀喇沁。

高举发展旗帜高举发展旗帜 踏步时代征程踏步时代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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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喇沁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刘来力

话文旅

晨曦中的亲王府晨曦中的亲王府。。

云海中的马鞍山云海中的马鞍山。。

美林谷亚高原运动休闲度假区美林谷亚高原运动休闲度假区。。

新华社上海4月13日电（记者 陈
爱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文旅部门

13 日在沪共同签署《长三角文化和旅游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023 浦江宣言》，全

面启动新一轮长三角文旅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重点任务。

根据宣言内容，沪苏浙皖等长三角

省市新一轮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

点任务主要有：

共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高能级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高

地、世界级高品质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高

标准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中心和高水平

文旅开放双循环战略链接。

持续推进以社保卡为载体的长三角

居民服务“一卡通”在旅游观光、文化体

验方面实现“同城待遇”。深化文化和旅

游公共服务数字化平台的互联互通、数

字资源的共建共享。加强美术馆、博物

馆、图书馆和群众文化场馆等馆际联动

和服务功能联通。

联手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与长江流域

城市深度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与乡村

振兴、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共同构建长三角文化和旅游产业合

作交流和发布推广平台。支持鼓励文化

和旅游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创新合作。

继续推进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

界级文化遗产。加强长三角地区重大文

旅节庆活动资源整合。加强客源市场互

动、游客互送。常态化推出“乐游长三

角”旅游专列。构建惠民利民、品质保

证、服务便捷的“乐游长三角”服务网络。

强化长三角地区文物保护和考古研

究领域联动效应。在基础研究、展览展

示、教育宣传、文创开发、文物市场、科技

创新等领域，形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合作交流创新实践。在科技考古、

文物修复、预防性保护、文物修缮等领

域，推动联合技术攻关。联合举办文物

考古系列大展和巡展。

联合开展中国长三角旅游和第 19
届亚运会主题推广。联手拓展入境旅游

市场。开展长三角地区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协作机制。联合支持文化和旅游

企业将优秀文化作品和优质旅游产品推

向海外市场。

长三角省市启动新一轮
文旅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