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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闻闻集集装装箱箱

　　9月，大兴安岭林区凉意渐浓，满目苍翠的小城
阿尔山市却热度正盛。9月2日至3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新华通讯社、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在兴安盟阿尔山市举办，
全国各地文化和旅游业界代表齐聚这座以旅游闻名
的小城，共话旅游“跨界”融合促绿色发展。

推进产业融合 共话旅游多元价值

　　旅游大会期间，先后举行“文旅融合 绿色发
展”“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旅游促乡村振
兴助共同富裕”等主题论坛，数十位专家、代表畅谈
文旅产业融合，共话旅游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地区发展、产业提升等方面发挥的多元价值。
　　“旅游是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
渠道。”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单钢新会上
说，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乘势而上，积极推进产业
融合，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
　　“旅游改变了丁大妈一家的生活。”云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副厅长饶祥碧会上介绍，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贡山县丁大妈一家有六个民族，作为当地最早办
起家庭客栈的人，丁大妈将民族融合家庭文化传递
给往来游客，受到游客热捧，旺季一房难求。
　　据旅游大会期间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
国旅游度假发展报告》，中国度假产业发展已初步形
成景区联动发展、住宿场景打造、产业集群发展等模
式。旅游“跨界”“出圈”推进产业融合，不断拓宽旅

游业态。“农业+文旅”的三华李度假区、“工业+文旅”
的青岛啤酒花园、“体育+文旅”的绍兴柯桥酷玩小镇
等产业融合实践，打通产业壁垒，提升地区发展
价值。

推进共同富裕 探讨聚焦乡村振兴

　　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与新华社共同启动“我为乡
村做设计”活动，同时举行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授牌仪式。
　　“乡村旅游能够把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乡土
风貌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带动乡村产业
融合、人居环境改善和村民增收致富。”文化和旅游
部资源开发司乡村旅游和创意产品指导处处长张晓
莉在论坛上介绍。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积极探索乡村旅游发展的
路径和模式，打造了一批文旅助力乡村振兴的示范
村。”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蔚治国说。
　　大会期间举办“阿尔山这十年”展览。10年前，
阿尔山市乡村的老百姓大多住着“板夹泥”老房子，
赖以为生的林业资源日渐枯竭，生活条件差。2012
年，阿尔山市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生态建设
为林区重披绿装，林业工人“放下斧头当导游”，旅游
业赋予了这座小城全新生机。
　　过去10年，阿尔山市全年接待游客量从200余万
发展到500余万人次。今年上半年，阿尔山市接待游
客量同比增长6倍，实现旅游收入16.5亿元。如今，阿
尔山市近半数人口从事旅游业，随着旅游越来越火，

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旺。

倡导和谐共生 献策绿色旅游发展

　　此次旅游大会主题是“文旅融合 绿色发展”，
专家、代表围绕绿色旅游市场发育、产品设计、资源
开发、经营理念等方面建言献策，推动绿色旅游
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介绍，近年来我
国多种多样的绿色旅游产品备受瞩目，森林浴、温泉
浴、草原游、潜水、滑雪、登山、徒步等不断催化绿色
旅游市场发育。
　　付丽红经营的旅行社推出森林生态研学旅游，
她带着孩子们钻入深林，捡拾地上的松果、松针。“大
自然是艺术创作最好的原料。”付丽红说，她开办研
学旅行团，让孩子们在艺术创思中了解林区文化，感
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旅游大会举办场地旁边是阿尔山市的森林氧心
浴道，游客沿山道拾阶而上时不难发现，台阶由废弃
的火车轨道枕木组成，既有历史的沧桑，也体现绿色
的旅游开发理念。阿尔山市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采
用架空设计，保护建筑下的草地原有生态功能。
　　“我们将积极发展集约资源、保护环境、节能低
碳、主客共享的绿色旅游。”唐晓云倡议，全国文化和
旅游系统进一步加强资源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提升绿色旅游服务质量，大力推动形成文明、健康、
绿色旅游新风尚。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3日电）

  9月2日拍摄的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泄水闸（无人机照
片）。
  9月2日，随着最后一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历时9年建设，
大藤峡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完工。
  大藤峡水利枢纽位于广西桂平市的黔江河段，于2014年开
工建设，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珠江流
域关键控制性工程。工程完工，将进一步完善珠江流域防洪体
系，打牢国家水网重要结点，全面建成红水河“清洁能源走廊”，
为强化珠江流域治理管理、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地方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全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9月3日，王阜村村民在
村里举行传统巡游，迎接
丰收。
  当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拥抱丰收·喜迎亚运·千岛
湖王阜农民报熟节”在浙江
省淳安县王阜乡王阜村举
行。当地百姓参加了传统巡
游、村歌演唱、麻绣表演、果
蔬竞赛、美食及农特产品展
销会等活动。“报熟节”是王
阜乡每年金秋时节传统的民
俗节庆活动，庆祝一年劳作
后喜获丰收的幸福，这一习
俗也被列入淳安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旅游“跨界”融合促绿色发展
——— 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贺书琛

  9月3日，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御道口镇御道口
村一家马铃薯种植合作社社员在收获马铃薯。
  近年来，地处坝上地区的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因
地制宜，积极推进马铃薯产业化发展，形成马铃薯种薯繁育，商
品薯种植、仓储、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链，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据介绍，目前该县马铃薯种植面积达60多万亩。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这是星火水面光伏电站（9月1日摄）。星火水面光伏示范
工程是一个水上光伏项目，也是大庆油田第一个自主设计并建
设运维的分布式水上新能源项目。
  大庆因油而生，因油而兴，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资源型城
市。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庆市加速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在加
快转型、培育接续产业的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为城市和油
田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
  大庆油田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
大力推动风、光、气、电融合发展，计划到2025年清洁能源替代
率20%以上。           新华社记者 魏海摄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严赋憬）记者2日从工业
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机械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3—2024年）》，提出2023—2024
年力争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平均增速达到3%以上，到2024年达
到8.1万亿元，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特色集群和10
个左右千亿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等目标。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
峻，国内需求不足，机械行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行业稳增长压
力较大。方案着力稳住重点细分行业，促进机械行业稳定增
长，支撑工业经济增长达到预期目标，主要聚焦机床工具、农业
机械、工程机械等11个细分行业，涉及国民经济7个大类，36个
中类和108个小类。
　　方案明确从供需两侧提出4方面16个重点任务。在持续
扩大有效需求方面，深挖国内市场潜能，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积
极开拓国际市场，搭建高水平供需对接平台。在推动制造业智
能化转型方面，加快推广智能制造新模式，推动智能制造系统
解决方案攻关，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智能制造先行
区建设。在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方面，稳定畅通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加快推进装备数字化发展，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完善优质
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进重点区域协调发展。在分业精准施策
方面，补链升链推动基础装备提质增效，固链强链巩固优势产
业发展势头，建链延链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新华社拉萨9月3日电 （记者 田金文）
记者从中国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获悉，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中国民航西藏自治
区管理局共保障航班起降3.99万架次、运输旅
客458.2万人次、完成货邮吞吐量3.1万吨，分别
同比增长17.6%、51.0%、11.7%，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113.5%、118.8%、113.4%。其中，8月5日，运
输旅客2.86万人次，创西藏民航通航以来单日
最高纪录。
　　每年7月、8月是游客进藏的最佳时节之
一，进入暑期以来，西藏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记者在西藏布达拉宫广场、大昭寺、八廓
街等拉萨的热门景点实地走访发现，布达拉
宫、大昭寺、西藏博物馆等热门景点门口，每

天都有大量游客排队进入。
　　“西藏一直是我想来的地方，这里太美
了，蓝天白云让人向往。”来自湖南的大学生
丁茹说，趁着暑期，她和朋友来西藏已经去了
布达拉宫、西藏博物馆等地游玩，还要去珠峰
等地。
　　据中国民航西藏自治区管理局统计，今
年暑运期间，拉萨贡嘎机场共起降航班9165
架次，日均起降148架次，同比去年增长2510
架次，增幅为37.7%；共完成旅客吞吐量122.9万
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1.9万人次，同比去年增
长56万人次，增幅为83.8%；共完成货邮吞吐量
8494.9吨，日均货邮吞吐量137吨，同比去年增
长1060.8吨，增幅为14.3%。

　　新华社杭州9月3日电 （记者 屈凌燕）3日，杭州亚运
会官方指定用车交车仪式在杭州举行。2000多辆亚运会、亚
残运会官方服务车辆交付投入使用，为赛会出行提供保障
服务。
　　据介绍，所有亚运会官方指定用车均为新能源汽车，并以
航天科技赋能“智慧亚运”，通过卫星联动亚运交通指挥中心大
屏系统，对亚运服务用车实现高精度定位，实现车辆精准管理
与调度，为亚运出行全程保驾护航。
　　在交车仪式现场，作为杭州亚运会官方合作伙伴，吉利控
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吉利一定竭尽全力，为来自全球的
嘉宾和全亚洲朋友做好亚运用车出行服务。
　　据了解，杭州亚运会期间，这些车辆将在火炬传递现场、赛
场、亚运村等多个场景下运行，为嘉宾、运动员、教练员、技术人
员、官员等不同与会人群提供绿色智能的亚运出行体验。

1至8月西藏民航运输旅客超过2019年同期

杭州亚运会官方指定用车交付

我国力争2024年机械行业

营业收入达8.1万亿元

金秋山乡

传统习俗迎丰收

　　秋日清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大化镇仁良村
脱贫户蓝春香在房前屋后忙碌着：搅拌豆腐渣、玉米
粉和青菜，给猪准备“营养餐”；喂完猪食，开着三轮
车去割牛草，粉碎后给牛进食……利用自家庭院和
闲置房屋发展养殖业，为她家增加了一大笔收入。
　　像蓝春香一样开发庭院资源发展特色种养业、
传统手工业的家庭，在大化县乡村随处可见。地处
桂西北的大化县，石山面积占比超过90%，曾是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今年以来，当地把发展庭院
经济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抓手，充分利用农村家庭院落、房前屋
后闲置空地等，因地制宜发展微菜园、微果园、微茶
园、微养殖园等，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群众持续
增收。
　　蓝春香的爱人多年前因患肝癌去世，她要在家
照料瘫痪在床的婆婆和上小学的女儿，无法外出务
工。在有关部门和驻村干部的帮助下，蓝春香获得
小额信贷5万元，用于发展肉牛养殖。她将自家院落
旧宅空间改造成100平方米牛舍和65平方米猪圈，有

关部门还发放了畜禽栏舍补助和产业奖补资金。
　　记者看到，牛舍里3台大功率电风扇正在摇头吹
风，12头肉牛在咀嚼草料。“当牛舍温度高于28摄氏
度时，电风扇自动启动，而低于27摄氏度时，就自动
停止作业。”蓝春香指着墙壁上的温度控制器说，电
风扇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驱赶蚊虫，以防肉牛被
叮咬。
　　除了自己上网学习和摸索养殖经验，遇到问题，
她会找县里的专家或养殖同行咨询。如今，蓝春香
家的肉牛养殖规模增加到12头。
　　除了养牛，蓝春香还养猪、鹅、鸡，目前，猪舍里
养着2头母猪、2头肉猪，其中一头母猪8月底刚生了
一窝猪崽。
　　蓝春香算了一笔账，今年1月至8月底，她家通过
发展庭院经济获得近4万元收入。“中秋前后，我计划
将适合出栏的肉牛销售出去，还会增收几万元。下
一步将及时补栏，再多养几头牛。”
　　仁良村驻村第一书记田昌勇说，当地加大对群
众发展庭院经济的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

在山多地少水资源不足的条件下闯出乡村产业振兴
的新路子。仁良村有农户547户，目前有131户参与庭
院经济，其中20户被评选为大化县庭院经济示范户。
　　各乡镇因村因户施策，以点带面，推进不同类型
的庭院经济持续发展。在大化县六也乡吞依村，脱
贫户韦英美正给自家5亩桑园除草，为养殖下一批蚕
茧做准备。韦英美说，今年上半年她家养了9批桑
蚕，每批蚕茧销售2500元左右，成为家庭一项重要收
入来源。
　　“庭院经济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激发了脱
贫户内生发展动力，让农家‘小庭院’变成‘增收园’。
依靠庭院经济，许多农户今年以来增收2万元以上。”
大化县乡村振兴局局长覃国强说，今年以来，大化县
落实庭院特色产业以奖代补资金4181.14万元，打造
庭院经济示范屯（安置区）203个，庭院经济主导产业
七百弄鸡养殖量226.58万羽、肉羊养殖量31.28万只、
生猪养殖量44.91万头、肉牛养殖量5.47万头，有效助
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南宁9月2日电）

农家“小庭院”变身“增收园”
——— 广西大化发展庭院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何伟 黄庆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