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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集集装装箱箱

　　拉萨古城、日喀则乡村、吉隆边境口岸；布达拉
宫、加吾拉山、佩枯错、珠穆朗玛峰……“十天纵贯喜
马拉雅骑行游”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中秋国庆假期前夕，西藏视野旅行社的潘华鹏
备齐团队所需公路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户外野营帐
篷以及应急设备等装备后，带上高原医生、厨师、专
业导游团队，开启了今年旅行社第4个外国高端精品
团队的接待活动。
　　8名游客，7名服务人员，3辆跟车，沉浸式骑行在
蓝天白云下、雪山湖泊边。“我们每天骑行约100公
里，累了露营休息，享受美食，欣赏壮美山河。”潘华
鹏说。
　　做优“旅游+”、追求国际标准、丰富产业形态，是
2023年西藏旅游发展的目标。西藏自2022年末，在
“冬游西藏”和本地游消费券等优惠促销政策引导
下，全面开启了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的步伐。
　　今年初，西藏聚焦乡村振兴，全域实施“一县一
品、一县一韵”特色乡村游、红色旅游。五一假期，仅
拉萨俊巴渔村打造的乘坐传统牛皮船、体验皮划艇

“非遗+”精品近郊游，即实现旅游收入7万余元，有效
带动周边群众增收。
　　年中，西藏持续推动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各地
市相继举办系列文化旅游节，其中藏博会和雪顿节
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286.0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超10亿元。
　　旅游新业态“景”上添花，更为西藏旅游市场吸
引了众多年轻游客。
　　7月，2023喜马拉雅音乐节在古城拉萨唱响，2场
音乐会累计吸引超过2万人次的观众。
　　8月，一场由西藏青年创意发起的民间文化节

“圣山林卡”，3天引流数千人。跨界摄影展、文创市
集、艺术家分享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尽情展示了传统
藏式文化美学与青年潮流文化碰撞的火花与魅力。
　　9月，西藏味道美食体验周拉开帷幕，来自西藏
各地的美食达人为游客带来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味蕾
盛宴。
　　携程中秋国庆订单大数据显示，入藏游客中，90
后排名占比第一，占游客总量42.44%；80后排名第二，
占游客总量27.44%；00后排名第三，占游客总量8.3%。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数据显示，2023年1至9
月份，西藏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4966.67万人次，同
比增长67.43%。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5768人次，同
比增长902%；接待国内游客4958.09万人次，同比增
长67.19%。实现旅游总收入593.98亿元，同比增长
46.21%。其中，旅游外汇收入4942万美元，同比增
长1111 . 2%；国内旅游收入590 . 4 8 亿元，同比增长
45.45%。
　　2023年余额不足百天，然而西藏旅游依然奔赴
在推进全域开发、全季挖潜、全链协同的“旅游+”红
火经济中。
　　9月27日，西藏出台《西藏自治区关于促进夜间
经济和假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措施》，积极推动特色
民族文化展示、展演、体验、鉴赏不断向夜间延伸，旅
游业进一步提质扩容，旅游经济释放强劲活力。
　　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厅长汪晓冬说，2023年西
藏持续培育一批更具特色的专项、精品旅游产品线
路，努力用资源吸引游客、用服务留住游客，为国内
外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旅游体验。
          （新华社拉萨10月15日电）

做优“旅游+”全域开发
——— 西藏旅游新业态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春拉

  10月14日，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举办“南
坡秋兴”活动，民谣音乐会、怀梆剧演出、摄影与文学展、儿童诗
歌节等内容，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近年来，当地不断探索美学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对闲置公
共建筑群等的改造更新，发展乡村文化建设。
                新华社记者 吴刚摄

  10月15日，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镇
一家“粮食银行”，经过烘干的玉米堆积如山（无人机照片）。
  当下正值内蒙古通辽市秋收时节，通辽市农村的大小收粮
站全力收储粮食，同时推出“粮食银行”业务，农户将收获的粮
食存入收粮站后，可根据粮价随时交易，大大方便农户存粮、取
现、兑换。通辽市地处“玉米黄金种植带”，今年玉米种植面积
约1800万亩，预计产量221亿斤。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施工机械在平陆运河入海口段进行疏浚作业（10月3日摄，无人机照
片）。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在加紧建设。平陆运河连
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
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设计年单向通过能
力为8900万吨，工程总概算约727亿元，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
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平陆运河建设掠影

  10月15日，在梧州市苍梧县六堡镇六堡茶文化广场，当地
制茶人进行封茶仪式。
  当日，广西梧州市2023六堡茶文化节和第二十届梧州宝石
节开幕，在为期5天的会期中，将举办开茶仪式、宝石产业发展
论坛、六堡茶品鉴斗茶大会、六堡茶品牌发展论坛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10月15日，游客在海南省澄迈县一家福橙采摘园采摘、品
尝福橙。近日，在海南省澄迈县，当地的特产福橙陆续成熟，吸
引不少游客前往果园采摘、游玩，带动了当地农业旅游。近年
来，澄迈县依托福橙等特色农产品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平畴沃野，一望无垠。在有着“中国大豆名城”
之称的黑龙江省海伦市，位于前进镇自新村的富一
特农业种植合作社的农田里，农机手赵宝山驾驶着
大马力机车正进行收获作业。机车所到之处，一排
排大豆秧被斩断后瞬间又被收入车中，经粉碎、脱
粒，一颗颗“金豆子”从机车伸出来的管道中喷涌而
出，被运粮车装运转移到晒场上。
　　“以前10个人一天能收二三十亩地，现在一台车
一天能收五六百亩地。”赵宝山笑着说，机械作业效
率一年比一年高，今年年景不错，这片地平均亩产在
400斤以上。作为大豆传统优势产区，黑龙江省海伦
市不仅在种好大豆上下足工夫，在大豆加工领域也
不断发力，大豆产业链不断延长。
　　在位于海伦市的黑龙江省龙海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机器轰鸣作响，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龙海食品有限公司电商办主任尤雨拿出杯子，将一
小袋刚下生产线的豆浆粉冲泡开，空气中瞬间充满
了大豆的香气。
　　尤雨告诉记者，海伦市是优质高蛋白大豆主产
区，作为专门研发和生产豆浆粉的企业，在这里投资
建厂可以充分享受原料品质优势。“我们的原料都是

非转基因高蛋白大豆，所有的产品都要经过17道工
序3次高温灭菌而成。”尤雨说，目前公司除了普通
大豆豆浆粉以外，还研制了富硒豆浆粉、黑豆豆浆
粉、红枣豆浆粉等三个大类30 多个品种的主营
产品。
　　近年来，黑龙江各地依托优质大豆原产地优势，
在大豆加工领域不断拓展。在黑龙江省巴彦县红光
乡丰裕村，丰裕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大豆也
迎来丰收。丰裕村党支部书记于云波告诉记者，今
年年景不错，亩产四五百斤。“我们正谋划上马大豆
面条项目，这可比卖原粮利润高多了。”他拿出一张
大豆面条生产线设备图纸说，现在市场上每斤大豆
面条能卖到20元，项目投产后年产大豆面条将达
3000吨。
　　于云波介绍，村里前年与东北农业大学达成共
建协议，在丰裕村建设“东农豆252”繁种示范基地，
种植过程中由东北农业大学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好
品种加上好技术产出了好大豆，这为我们发展大豆
加工打下了基础。”
　　于云波说，目前村里已经注册了黑龙江豆宴食
品有限公司，通过“校企共建研发中心”开展大豆面

条系列产品研发。项目预计总投资1000万元，预计
明年初就将投产。
　　大豆加工产业发展也让收储变得繁忙起来。在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兴福镇，一条长约1公里的

“大豆产销一条街”上，云集了16家大豆收储加工企
业。兴福镇党委书记刘波说：“这条街年集散优质大
豆30多万吨，兴福镇成为黑龙江知名的大豆收储集
散地。”
　　天和粮食经销有限公司在这条街上的企业中体
量最大。在这家公司院内，运粮车络绎不绝，一车车
刚收购来的新季大豆被源源不断地送上精选生产
线。公司副总经理杨阳介绍，公司现在具有每天精
选800吨的生产能力，年大豆贸易量达到20万吨，“每
天都有2000多吨大豆入库”。
　　“我们每年大豆的收储都有明确计划，这样才能
保质保量。”杨阳说，每年公司都要和种植户签订单
进行专品种植，所种品种也由公司和科研机构结合
市场需求合作研发，“这样可以保证我们的大豆适销
对路，既鼓了我们的腰包，也让农民不愁销路，免了
后顾之忧”。
         （新华社哈尔滨10月14日电）

大豆变“金豆”黑土地上的大豆产业经
新华社记者 黄腾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4日电 （记者 高晗）13
日，由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组织相关专家在
新疆阿拉尔市对耐盐碱水稻公开实收测产。经测产专
家组现场评定，最终理论亩产结果为573.8公斤/亩。这
是新疆耐盐碱水稻首次实现万亩连片高产。
　　测产田块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六团十一连万亩水稻种植区，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
北缘，为新复垦（撂荒多年）盐碱地10694亩连片种植。
新疆农科院测量数据显示，该地块土壤含盐量3‰以
上，PH酸碱度8.5以上，属重度盐碱土地。
　　新疆阿克苏地区及新疆建设兵团第一师稻区面

积40万亩左右。在这里，水稻除了用来食用，还肩负
着重要使命——— 作为盐碱地改良的首选粮食作物，
洗盐压碱、实行水旱（棉花等）轮作倒茬，改良盐碱地
和次生盐碱地、防止土地荒漠化，降低土壤盐碱及减
轻病虫害。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西北中心主任、
新疆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奉斌介绍，此
次测产稻种采用新稻36号耐盐碱水稻品种，比一般
耐盐碱水稻平均单产提高了近150公斤。
　　“耐盐碱水稻种植技术世界一流。”测产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参与测产后说，盐碱地改良

的第一年就能实现水稻连片高产，相关技术措施将
在现有水资源和土壤条件下，为新疆农业可持续发
展提供优化方案。
　　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西北中心2021年
由科技部批复成立，已审定多类型耐盐碱水稻新品
种12个，此次测产配套推广耐盐碱水稻丰产栽培技
术，形成以耐盐碱水稻品种为核心，集成生物修复、
节灌控盐、调理改土、栽培调控等关键技术措施配套
的标准化方案。
　　测产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尹飞虎表示，今年
水稻的成功种植，不仅水稻实现高产，改良后的盐碱
地可用来种植棉花、果业等经济作物，耐盐碱水稻与
经济作物的轮播耕作可实现盐碱地长期开发利用，
这将进一步挖掘新疆盐碱地综合利用潜力，让盐碱
地变良田，低产田变高产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
出新贡献。（完）

新疆沙漠边缘万亩连片耐盐碱水稻实测高产

  10月15日，第35届马鞍山李白诗歌节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滨
江文化公园开幕。本届诗歌节举办文艺演出、诗歌论坛、诗书画
展览、群众诗歌诵读等活动，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联动的方式，
在马鞍山市各县区设置分会场，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诗歌节的
活动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