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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夜晚的周村古商城灯火
一片。古色古香的老式建筑、身着古
装沿街叫卖的“店小二”、热闹壮观的
舞狮表演给这里增添了独特气息。今
年1月至 10月，周村古商城景区共接
待游客401万人次，比2019年同期增
长40%。

今年以来，山东旅游市场强势复
苏。前三季度全省接待国内游客6.01亿
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7309.77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47.01%和50.09%。山东
结合游客消费需求，推动文旅产业向着
重品质、重融合、重场景的方向转型升
级，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金字招牌。

品质提升行动推动传统景
区焕新

华灯初上，泰安东平县的大宋不夜
城，流光溢彩的灯火、琳琅满目的美食，
再配以打铁花、斗花车、舞乐琵琶等实景
演出和体验项目，为游客带来一场奇妙
的“穿越”之旅。今年1月7日开园以来，
该景点共接待游客271.71万人次。

“这里之前是一座静态的水浒影视
城，面积大但业态少，景区利用率低。”东
平湖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谢兴庆介绍，去
年，集团投资1.2亿元，融合运河文化、黄

河文化对这里进行优化开发，建成“吃中
有游、游中有购、购中有娱、娱中有秀”的
大宋不夜城，让老景区焕发新生。

山东现有A级旅游景区1205个，居
全国前列。近年来，山东部署实施景区
品质提升行动，为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
发展注入动能。菏泽郓城的水浒好汉城
主打“水浒文化”旅游，形成武术修学区、
水浒古城核心游览区、水浒文旅商业区、
水浒演艺区、体育产业区五大功能区。
山东郓城水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樊奇陇说，经过持续开发升级，如今这里
已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
量超百万人次。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
长王磊说，山东将继续实施“景区焕新”
工程、高端旅游度假区培育工程、新业态
提升工程等工程，迭代升级旅游产品和
供给模式。

融合发展丰富文旅内涵

在淄博齐盛湖公园的海岱楼，定期
推出的“追光海岱楼·奇妙淄博夜”系列
活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古典舞
蹈、陶瓷彩绘、诗歌朗诵、舞台剧、丝绸
秀、交响乐……今年4月起，这里的一系
列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淄博这座文化

名城的厚重底蕴和蓬勃生机。
今年春季，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

《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推出“2023年山东省文旅提质赋能计
划”，对景区打造常态化演艺项目提出了
具体要求，聚力打造优秀传统文化创新
发展示范地、全国红色文化传承地、国际
著名休闲度假黄金海岸等6张综合性、
标志性亮丽名片。

在曲阜，从“老三孔”晨钟开城仪式、
暮鼓关城仪式、祭孔展演，到“新三孔”汉
服游园、大型演出《金声玉振》、灯火闪耀
的尼山夜游季，演艺活动让儒家传统文
化有了新的载体；

在菏泽，牡丹文化沉浸游园体验秀
将牡丹的源起传承和黄河文化融入演
出，结合音乐、戏剧、舞蹈、戏曲等表现形
式，营造文化游园体验；

在青岛，今年新推出的戏剧市集、沉
浸式戏剧体验周，将剧院与市集、餐饮、
表演融为一体，吸引众多游客前往。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演出+旅行+
地域文化”的搭配，成为齐鲁大地文旅融
合的消费新风尚。

细致服务让“流量”变“留量”

淄博烧烤今年“现象式”走红，给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留
下了深刻印象：“淄博烧烤拼的不是牛
肉和羊肉，拼的是背后的城市管理和
服务。”

为将网络“流量”变成文旅“留量”，
淄博市从基础设施完善、服务质量优化、
旅游业态创新等6个方面开展景区品质
提升行动，潭溪山旅游度假区、马踏湖国
家湿地公园、颜神古镇、天鹅湖国际慢城
等一大批景区乘势而上，成功出圈。

近年来，山东各地从细处入手开发
休闲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更优质的基
础设施和周到的服务。

今年9月下旬通车的济青中线，10
个服务区采用1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特有的建筑风格，并引入这些国家的
特色商品和30余种风味美食，高速公路
服务区成了“网红打卡地”。

住宿是文旅产业的关键一环。济南
今年5月出台政策，将连续5年每年拿出
2000万元推动旅游住宿业提质升级；青
岛也宣布出台相关政策，对酒店、民宿加
大支持力度。政策激励下，越来越多品
牌酒店落子山东，全天餐饮定制、儿童托
管、路线规划、机场接送等服务更加精
细，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从不得不焚烧处理的农田“废弃物”，转
变为各式各样有着可观经济价值的材料、肥
料、饲料……11月10日至11日在安徽合肥
举办的2023安徽秸秆暨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合利用产业博览会上，推动秸秆转化为饲
料，以“过腹”方式投入养殖业的种养循环产
业新模式成为农业投资新热点。

本届博览会以“资源化利用，产业化
发展”为主题，参展企业近千家，展出产
品、技术、模式、装备3000多个。

“田种粮、粮结秆、秆喂羊、羊产粪、粪
变肥、肥还田，这一整套种养循环体系形
成了一条绿色农业产业链，是我们发展壮
大绿色农业的根本逻辑，顺着这条产业
链，每个环节都大有可为。”安徽安欣（涡
阳）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葛绍朋
说，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涡阳县现有存
栏羊14万只，每年饲料消耗就需要秸秆
10万吨，并为此专门配套建设了羊饲料生
产厂。

丰富的秸秆资源是安徽发展养殖业
的基础。作为农业大省，安徽省每年有农
作物秸秆约4800万吨、畜禽粪污约7700
万吨，秸秆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
市场前景广阔。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汪学军介绍
说，近年来，安徽奋力打造“千亿斤江淮粮
仓”、实施“秸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大
力培育“两利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全省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分
别达92%以上和82%以上，“两利用”全产
业链年产值约450亿元。

挖掘秸秆价值、扩大产业规模，一批
新项目在本届博览会上签约落地。据统
计，本届博览会共有153个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总投资金额239.5亿元，同比增加
58.8亿元、增幅32.5%；其中，涉及“秸秆变
肉”暨肉牛振兴计划的近50个、投资金额
约80亿元，分别占项目总数和签约金额的
三分之一。

位于宿州市灵璧县的安徽荷金来农
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荷金
来”）现有建成牧场273亩，肉牛存栏量超
过2000头，主要供应长三角等地。下一
步，公司计划继续扩大养殖规模，预计牧
场面积将超过500亩，年出栏量最多可达
8000头。

“每头牛每天消耗以秸秆为主要原料
的粗饲料30多斤，可以说，秸秆资源丰富
是发展循环利用的底气，不仅能够就近取
材、降低养殖成本，还能带动附近的农民
增收，提高秸秆的利用率。”荷金来副总经
理邱振峰说，随着牛肉消费的增长，种养
循环产业也被普遍看好。

记者了解到，安徽还将出台实施“秸
秆变肉”暨肉牛振兴计划系列配套政策，
统筹各类农业专项资金，加大支持保障力
度，培育农业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邮
政局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1月1日
至11日，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共揽收快递
包裹52.64亿件，同比增长23.22%，日
均业务量是平日业务量的1.4倍。11月
11日当天，共揽收快递包裹6.39亿件，
是平日业务量的 1.87 倍，同比增长
15.76%。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
栋说，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主要呈现出
两个高峰更加平稳，支撑消费复苏、经济
向好作用更加明显，用户体验更加便捷
三大特点。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继续在
11月1日和11月11日形成两波高峰，分
摊了行业在单个高峰的压力，运行更加
平稳。邮政快递与电子商务、现代农业、
现代制造业等深度融合，“双11”期间全
网揽收量再创历史新高，折射出我国消
费市场的蓬勃活力，是经济恢复向好的
生动写照。邮政快递深度融入电商产业
链，大量预售商品前置存储至快递云仓，

寄递服务更加快速准确。
他表示，今年的快递业务旺季从11

月1日开始，到2024年春节前夕结束。
为做好旺季服务保障工作，国家邮政局
在与各主要电商平台及寄递企业进行
充分形势研判和服务能力评估的基础
上，制定保障方案，全面部署落实，协调
电商平台与寄递企业继续发挥“错峰发
货、均衡推进”的核心机制作用。同时，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确
保生产安全、寄递安全、信息安全，防范
行业伤亡事故发生；坚持快递包装标准
化、循环化、减量化、无害化，鼓励电商
快件原装直发，减少前端过度包装。

在业务旺季和低温雨雪天气条件
下，一线快递员作业时间长、负荷重、压
力大。为此，邮政管理部门持续加强基
层从业人员队伍关心关爱工作，维护快
递员群体合法权益，并发布消费提示，
吁请广大用户给予快递员群体更多包
容和理解。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河北宽
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
植系统和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
系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被联合国粮农
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截至目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增至22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首位。

这是记者1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的消息。

据了解，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
统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以板栗栽培
为核心，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置的
复合种养体系。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创
造了立体种养、树体修剪管理、水土资

源合理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护了当
地农业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已有2000
余年历史。铜陵白姜块大皮薄，汁多渣
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创造
了姜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种植、芭茅
搭棚遮阴等三项独特的传统生产技术。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
是“梅-茶-鸡-蜂”有机结合的复合型
山地农业模式。仙居是世界人工栽培
杨梅起源地之一。经过千年的发展与
世代选育，当地积累了数量众多、类型
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种
质资源。

我国新增三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家能
源集团11日宣布，公司所属金沙江旭龙
水电站当日成功实现大江截流。

旭龙水电站位于四川省得荣县
和云南省德钦县交界的金沙江干流
上游河段，装机容量 240 万千瓦，电
站建成后，年发电量约 105 亿千瓦
时。这是金沙江上游在建装机容量
最大的水电站。

“此次截流采用了单戗单向立堵截

流的方案，一次性拦断河床，上下游围
堰全年挡水，截流流量标准为1263.5立
方米/秒，截流最大流速、最大落差等水
力学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能
源集团金沙江旭龙公司工程建设处主
任何磊说。

何磊说，项目建成投产后，对推动
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加快推
进国家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缓解区
域电力供需矛盾有重大意义。

金沙江上游在建最大水电站成功截流

新华社天津11月11日电 11日，
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3-18井、3-12
井，板808/828储气库5-3井、5-6井陆
续打开阀门，这标志着中国石油大港油
田正式开始向北京供气，向天津和河北
供气同期展开，拉开了本轮供气周期大
港油田向京津冀地区供气的序幕。

供气首日共开井11口，瞬时气量超
1000万立方米/日，首日调峰气量、冲峰
速度和开井数量均超历史纪录，预计今
冬明春大港油田向北京及周边地区供
应天然气23亿立方米。

天然气平稳供应关乎千家万户温
暖过冬，也关系着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的绿色能源需求。作为华北地区工作
气量最大的区域性调控气源，大港油
田连续 23年提供能源保障。冬季日
采气量占北京地区用气高峰量的近五
分之一。

最近，全国多地气温骤降。大港油田
统筹协调多方联动，科学提升调峰能力，
最终确定了11日开启本轮供气周期。

作为采气和供气的基础，前期注气
准备不可或缺。自今年3月17日开井
注气后，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先后投入86
口注气井参与生产，最高日注气量达
2027万立方米，连续13天日注气量超
2000万立方米。截至10月27日，注气
量完成103%，创下了历年投运机组最
多、注气进度最快等多项纪录。

“我们将切实做好今冬明春的天然
气保供工作，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用能需
求。”大港油田天津储气库分公司经理
夏国朝说。今年，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将
有101口井投入采气生产，采气有望突
破3300万立方米/日的历史极值，为今
冬明春天然气能源保供及群众温暖过
冬提供保障。

大港油田全力保障京津冀用气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记者从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十
四局三公司参建的甘肃临（夏）大（河
家）高速公路12日正式开通运行。

据中铁十四局三公司该项目负责
人介绍，临大高速公路位于甘肃省境
内，全长约52.5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
时速 80公里，是G6京藏高速公路和

G1816乌玛高速公路的连接线。在施
工过程中，项目人员面对地理条件复
杂、安全风险高等困难，采用一系列先
进的工艺工法，确保了安全高效施工。

临大高速公路通车后，将成为连通
甘肃省西南地区旅游资源的重要通道，
对推动沿线地区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要意义。

走进位于福建省漳平市永福
镇的鸿浩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苗
圃，犹如置身一片花海之中。900
多盆杜鹃花大小、造型和颜色各
异，让人眼花缭乱。

杜鹃花在永福是个“大产业”，
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当地人对杜
鹃花感情深厚。苗圃主人名叫黄
艳，作为漳平杜鹃花“苗二代”，她
和丈夫只要听说哪里有新品种，不
管多远都要去看一看。

黄艳介绍，永福地处山区人
多地少，老一辈农民想方设法要
多点收成，以前就有种兰花、茶花
的传统，但规模较小。1990 年，
当地花农陈木荣看到市场上杜鹃
花热销，于是引进种植。经过不
断摸索和推广，杜鹃花产业在永
福渐成规模。

“作为‘苗一代’，他引进了西
洋杜鹃种植，并积极推广技术和开
拓产品市场。”黄艳说，2010年前后
本地种植面积已达上万亩，还有部
分人到外省靠近市场的地方建种
植基地。

如今，永福是“中国杜鹃花之
乡”，当地人在本地种植了约5万
亩，盆栽杜鹃花销量占全国七成。
近年来，永福杜鹃花的种植结构和
产品结构仍在不断升级。

原来永福的杜鹃花只适宜室

内摆放，花期也相对固定。现在几
乎无论什么场景、什么时候需要，
当地都有合适产品。“这主要得益
于近年来引进培育新品种，研究栽
培和造型新技术。”永福镇西山村
杜鹃花产业致富带头人陈金才说，
比如“控花”栽培技术可有效控制
其开放时段。

永福个性化精品杜鹃花苗圃，
每亩年产值至少一二十万元。“还
有些特殊品种、定制造型的花，一
盆就要几万元甚至更高。”黄艳说。

目前，永福镇约九成人口从事
杜鹃花产业。随着电商兴起，越来
越多的年轻“苗三代”开始加入产
业发展队伍。“2017年以来，我通
过电商每年卖出30万盆左右，进
一步打开了本地杜鹃花销路，带动
多人就业。”永福返乡创业青年陈
礼文说。

永福镇党委副书记严金水介
绍，当地电商直播经营主体约3000
个，杜鹃花线上年销售额超 3亿
元。2022年当地统一规划建设了
电商产业园，打造线上线下展示和
销售示范平台，吸引40多名创业青
年入驻。

“我们正结合全域旅游开展
‘三产融合’发展探索。”严金水说，
当地将继续把杜鹃花产业做大做
强，服务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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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当天全国快递业务量达6.39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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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大高速公路全线开通运行

福建漳平永福镇：

“美丽经济”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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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农业投资新热点

□新华社记者 马姝瑞

11 月 11 日，在
云南省新平县戛洒
镇 冰 糖 橙 种 植 基
地，村民在选果生
产线上挑拣冰糖橙
（无人机照片）。

目前，云南省
玉溪市新平彝族傣
族自治县冰糖橙进
入大规模采收期。
近年来，新平县大
力 发 展 冰 糖 橙 产
业，在分拣包装、冷
藏冷链、市场营销
等 方 面 延 长 产 业
链，带动农民增收，
今年全县冰糖橙种
植面积 17.7 万亩，
预计产量可达 34
万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