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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开起村民与艺术家共建的艺术沙龙、林海
间办起森林音乐节、“千车万人”自驾穿越大兴安
岭……9月2日至3日，以“文旅融合 绿色发展”为主
题的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兴
安盟阿尔山市举行，一个个创意活动、一场场精彩论
坛，展现旅游业的火热实践与蓬勃发展。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今年6至8月，国内旅游
人数达18.39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21万亿元。
旅游市场复苏继续提速，多数目的地接待游客人数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本次旅游大会与会者普遍认为，打开“旅游+”想
象力，通过深度跨界激活产业，将是今后一段时间旅
游业的发展方向。
　　“我们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推进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世界级旅游产品
建设，加强与相关部门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启动建
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一级巡视员宋奇慧表示。
　　文旅融合释放的动能令人惊喜。从淄博烧烤到贵
州“村超”，从演唱会经济到研学游火爆，今年以来，旅
游热点明显集中于文旅融合下的新产品、新业态。
　　在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新媒体研
究院副院长李玮看来，除了挖掘现有的历史文化地

理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可以依靠创意，创造出非物质
的文旅爆款产品。
　　“这些新产品，因为更加贴合当代用户的心理，
所以具备更加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李
玮说。
　　聚焦发展新的文旅融合业态，各方人士为旅游
业下一步发展提供思路。
　　“全方位导入绿色旅游理念、培育绿色旅游产
品，促使绿色生活融入游客的自觉选择，这是绿色产
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云
以阿尔山市为例，建议当地推动新能源技术、节能建
筑技术、节能减排技术、区块链等技术在旅游经营和
消费方面的应用，以科技支撑阿尔山市发展绿色
旅游。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所长范恩实
提出，文旅产品要彰显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以
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宗教
观，展现边疆地区开放、自信的新面貌、新气象。
　　大会上发布的2023中国旅游度假发展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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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了产业壁垒，提升了地区发展价值。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文旅融合的“民宿+”引
领行业发展。截至目前，全县民宿总量已达800多家，
年接待游客超700万人次，营收超30亿元。民宿业成
为当地最实在的乡村共富产业。
　　“旅游+”乡村，是大会的讨论焦点议题之一。数
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国306个乡村旅游监测点平
均接待游客3.88万人次，村均旅游收入1369万元。
　　江苏省苏州市树山村乡村旅游驻村辅导员彭锐
认为，乡村旅游需要设计下乡、文创赋能、艺术介入，
创造出多彩、独特的‘农文旅’产品，让不同的游客得
到丰富体验。
　　抖音集团企业社会责任部项目总监何慧表示，
乡村旅游要乘上数字化快车，进一步提升数字能力、
推动数字营销，探索“乡村旅游+数字经济”新路径。
　　“我们将推动现代特色农业与乡村文化、乡村旅
游的深度融合发展，遴选产业基础好、生态环境优
良、资源丰富的农业产业园区、乡村旅游区、乡村旅
游重点村镇等，培育‘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示
范区等，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内蒙古文
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蔚治国说。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4日电）

　　9月4日9时许，一列底色银灰、车身绘有红橙黄三
色“飘带”飞舞的动车组停靠在福州南站，车身上金
黄色“复兴号”三个大字分外醒目，中国设计时速最
高的跨海高铁——— 福厦高铁迎来“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首秀”。
　　乘坐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跨越蔚蓝大
海，享受智能出行，是一种什么体验？
　　记者走进车厢，浓浓的科技感扑面而来。车厢
顶部装上了电视，可分屏显示列车运行和娱乐节目
信息；座椅进行了全面升级，增加电动腿靠，并配备
了USB充电接口，拓展了乘坐空间、提升了舒适度；卫
生间新增智能照明，有人进入后，能自动调节灯光亮
度；车厢内有盲文标识，视障旅客可以据此找到自己的
座位……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客运段
G55401次试运行动车组列车长余艳介绍，席位的显示
屏上还有座位预留信息，红色代表当前站座位已售，
黄色代表当前站未售、前方站已售，绿色代表未售。

　　“乘车体验更加人性化的同时，行车也更加安
全。全车设有数千个监测点，比传统动车组增加700
余个，对列车的电气电路、客室环境等进行‘全息化’
监测，并采用以太网控车、车载安全监测等9项智能
运维和监控系统。”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
州动车段技术科科长张仁强说。
　　列车的驾驶室，可以用“大气、简约、科技”三个
关键词概括。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州机
务段动车组司机连永圣告诉记者，“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通过对列车状态、运行环境信息广泛感知、融合处
理，在智能行车上为旅客安全又加了一把“智能锁”。
　　跨海高铁上的“复兴号”有多快？从福州抵达厦
门不到1个小时，而以往需要2个小时。有多稳？硬
币在窗台上能够“屹立不倒”坚持数分钟。有多舒
服？更宽敞的乘坐空间，更适宜人体的变频空调温
度，更小的噪音……有多美？当碧蓝的海面上出现
一抹又一抹穿梭的“中国红”，这一幕令人赏心悦目。

　　跨海高铁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从乘车一直延伸
到候车，它的智能无限。在福厦高铁厦门北站换乘
中心，这里的屋面形似浪花绽放，龙舟式燕尾脊气势
冲天，美丽造型的背后隐藏着一扇1400平方米的巨大
天气感应式智能天窗，可实时监测光照强度、风力大
小、降雨及室内外温差等，然后自动开合。想象一
下，当你在候车大厅等车，头上的屋顶突然打开，是
多么奇妙的体验……
　　中铁建设集团福厦高铁厦门北站项目部副总工
程师陆飞介绍，换乘中心屋面安装的是智能光纤系
统，可自动跟踪采集阳光，为旅客创造明亮舒适换乘
环境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全年可节约用电约72万
千瓦时。
　　“福厦高铁是一个具有示范引领意义的时代工
程，可以预见，未来跨海高铁的修建有了更多可能。”
东南沿海铁路福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建华
说。         （新华社福州9月4日电）

旅游跨界促进产业融合
——— 从2023中国（阿尔山）旅游大会看中国旅游业发展

新华社记者 徐壮 贺书琛

“ 智”行 千 里
——— 揭秘跨海高铁背后的科技力量

新华社记者 周义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记者 顾天成）迎来秋季新学
期，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健康提示，提醒家长们帮助孩子更
好进入开学状态，要特别注意增加对孩子内心世界的关注，观
察孩子的情绪、行为，发现孩子的异常变化时要及时调整、及时
就医。
　　刚开学这几天，有少部分低年级孩子表现出不愿意去上
学，或上学路上、到了学校就说恶心、头疼、发烧等，但到医院又
查不出病理问题；初高中的孩子则主要表现为易怒、发脾气、急
躁等情绪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
任崔永华介绍，如果有以上症状，可能是孩子遭遇了“开学综合
征”，需要用科学方法来应对。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缓解‘开学综合征’”健康提示，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诊断的病症名称，而是指假期结束、开
学之始，中小学生所表现出的一种明显不适应新学期学习生活
的非器质性的异常表现。
　　崔永华表示，家长、老师尽早识别孩子的心理问题极其重
要。为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开学季，建议家长们重点做好以下工
作：循序渐进调整孩子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提前半至一小时
睡觉；从孩子感兴趣的书和事做起，比如孩子看不进去书，可以
让他先看自己喜欢的漫画，保持专注，慢慢地把思维调整到书
本上。如果经过鼓励、开导等努力后，孩子仍无法恢复，应尽快
寻求正规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士帮助。

疾控专家支招

缓解“开学综合征”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记者5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
应急管理部4日紧急预拨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
东、福建、浙江、广西、海南等5省（区）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救灾
工作，由地方统筹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重点做
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
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
　　财政部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及时下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切实加强资金监管，充分发挥资金效益，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3日电 （记者 王
卓伦）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近日发布公报
说，在该校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合作的一
项新研究中，天文学家在距地球约3000光年的
罕见大质量恒星上发现巨大磁场。这为解释
磁星的起源提供了新思路。
　　在这项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
中，天文学家通过位于夏威夷的加拿大-法国
-夏威夷望远镜进行了高精度观测，他们在双
星系统HD 45166中发现了一颗“沃尔夫-拉叶
星”。“沃尔夫-拉叶星”是大质量恒星在演化晚
期以超高速抛射其外层氢后形成的炽热氦星。

　　天文学家利用旋光分光法等分析发现，
这颗“沃尔夫-拉叶星”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
两倍，其磁场强度达到43千高斯，为迄今在大
质量恒星中测量到的最强磁场。进一步的恒
星演化计算显示，这颗大质量恒星将在发生
超新星爆炸后，塌缩为一颗中子星，其强大的
磁场足以支撑这颗中子星成为磁星。研究团
队认为，这颗有着巨大磁场的“沃尔夫-拉叶
星”是由两颗低质量氦星合并形成的。
　　磁星是高度磁化的中子星，其形成机制
尚不清楚。该研究为探索磁星的起源之谜提
供了新思路。

新发现为解释磁星起源提供思路

两部门紧急预拨2亿元

支持做好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

　　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5日电 （记者 王卓伦）以色列理工
学院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结合生物学、
化学和人工智能工具的创新方法，用于治疗癌症。相关论文发
表在国际期刊《控制释放杂志》上。
　　公报称，这一疗法基于“元协同”概念，即在高效的人工智
能工具帮助下，使不同药物协同工作，通过自组装的化学过程
形成纳米颗粒，实现比单一药物更加显著的治疗效果。这一工
具产生的纳米药物可有效对癌细胞实施靶向治疗，在抗癌方面
较为成功，且毒性小、副作用少。
　　癌症治疗时经常会多种药物组合用药，但哪些药物可以组
合往往需要进行长期试验才能确定。公报说，研究团队开发的
人工智能系统广泛汇集了相关生物协同信息，将找到的药物配
对汇编到了一个综合数据库中，然后预测哪些药物可搭配，自
组装形成纳米颗粒。换言之，人工智能模型犹如“媒人”，可根
据药物的生物兼容性和组合形成纳米颗粒的潜力对药物进行
配对，从而产生出有效的“元协同”药物。
　　根据公报，研究团队已开发出一个在线工具，可识别出最
有希望治疗不同类型癌症的药物配对，目前已识别出1985种药
物组合，产生了治疗70种癌症的协同纳米药物。
　　论文通讯作者、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约西·沙迈表示，在纳
米层面实现元协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它需要将至少两
种药物引入到同一个给药系统，从而将它们引导到体内预期靶
标。计算演示和实际实验都表明，本研究提出的结合疗法可以
将药物引导到肿瘤并在那里释放药物，对治疗癌症非常有效。

以色列新研究利用“元协同”

人工智能工具治疗癌症

  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瓦巴村村民将收割完的青稞装上拖拉机（9月4日摄）。
  位于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境内的然乌湖是西藏东部最大的湖泊，八宿县然乌镇瓦巴村坐落
在然乌湖畔。正值秋收农忙时节，大片金黄的青稞在风中摇曳，然乌湖景与秋收盛况交相辉
映，勾勒出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              新华社记者 孙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