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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镇宁自治县张发种植场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荣威鸿鑫农产品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铭威文体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公章，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摩安智能科技开发管理有限公司镇宁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423MADNU4F95L），声明作废。
●陈南遗失出卖人为安顺市西秀区锦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合同编号：WD-D3-16-1-6-1）、安顺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表（登记
号：Y200148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2011年 6月24日，第35届世界遗
产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13年间，坚持“生态优先、
系统治理、遵循科学、因地制宜、持之以
恒”理念，融自然、人文、历史、艺术为一
体，和谐相生，西湖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山
水美学与文化内涵，传递着中国的文化
自信。

湖山滋养文脉，城市发展与遗产保护
相映成辉，千年西湖再续华章，向世人交
出一份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独特答卷。

遗产之湖：湖山相宜，文脉相承

夏日清风拂来，站在杨公堤环璧
桥上，白云与湖岸相接，古建在树木中
隐现。

在西湖摄影师孙小明的镜头里，曲
院风荷千姿百态。十余年里，这位特约
摄影师摁下数万次快门，构建出西湖变
迁的影像“数据库”。

“我走遍了西湖的各个角落，几乎天
天与它见面，但总看不厌。”孙小明说，站
在湖边，低头便可见鱼儿在水中畅游、水
草在随流舞动。

杭州西湖本是由浅海湾演变而成的
潟湖，历经数千年未淤塞湮没且风雅至
今，离不开历代有识之士的疏浚治理。
2002年，杭州启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历时十年，共修复重建180多处人文景
点，水域面积恢复到明代规模，“一湖映
双塔，湖中镶三岛，三堤凌碧波”的西湖
全景重现世间。

申遗成功后，西湖持续在优化生态
环境、保护文化遗产等多方面发力，做好

“显山露水”大文章。
每周，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水域管

理处生态科技科的杨俊都要到水域的12
个监测点，采集样本并进行分析。“为了
让水质更健康，西湖不间断进行‘清肺手
术’，实现西湖水‘一月一换’。”杨俊说，
在最近的一次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发现
有1223种陆生高等植物、238种陆生脊
椎动物、250种水生生物以西湖为家。

对待文化史迹，西湖管理者始终心
存敬畏。申遗成功以来，杭州一直恪守
《世界遗产公约》，全力推进西湖世界文
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一方面，先后
编制《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规划》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西湖十景”、代表性
文化史迹保护规划》《西湖风景名胜区9
大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高位搭建西
湖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框架。另一方面，
以科技为助推，不断提高文保管理智慧
化水平，充分利用西湖文化遗产十年数
字监测成果，保护好众多文化瑰宝。

“申遗十余年来，西湖以‘文化为
魂’，历史文化内涵持续被挖掘和梳理；
以‘生态为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
景不断复现，呈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
的完美融合。”杭州西湖世界文化遗产监
测管理中心主任陈云飞说。

人民之湖：主客共享，美美与共

早上六点半的西湖边，跑步、跳舞、
打太极的人们踏着晨光而来；也有人手
捧一杯龙井，沉浸在茶香荷韵中。

近年来，杭州坚持申遗时提出的“还
湖于民”目标不改变、门票不涨价、博物
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
共资源不侵占的“六不承诺”，从个体保
护到社会参与，“人民西湖”的理念贯穿
始终。

在西湖景区，公园、文化遗址等公共

场所多配有向公众开放的平价餐饮、茶
座等。“现在，我们老百姓去西湖边就像
去自家后花园一样自在。”72岁的“老杭
州”刘文英说。

走进位于景区核心的龙井村，白墙
黛瓦，茶树葱茏，一派田园风光。“以前这
里房屋破旧、管线乱架，到处脏乱差。”杭
州市西湖街道南山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高渊说，经过多年环境整治提升，
这些“景中村”旧貌换新颜。尝到发展红
利的村民变身为西湖“守护者”，主动保
护当地的风景和文化资源。

“原住民本身也是西湖文化景观的
构成要素。他们与管理者和谐相处，共
同担负着遗产保护的责任，这是很难得
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朴素贤曾
在杭州考察时说。

西湖的“人气”，还来自于每年超
3000万人次的中外游客。“西湖一键智
慧游”、十秒入园、线上导览平台……通
过数字化改革，游客感受到“智慧”西湖
的魅力与便利。用手机打开“西湖一键
智慧游”，不仅能全览“西湖十景”风貌，
还能通过实景手绘地图，实现一键导航、
一键导览、一键导游。

熙攘人群中，活跃着一群红色身
影。他们在假日旅游服务、西湖山林管
护、西湖环境保护等方面作出重要贡
献。十余年来，西湖边建起了6座微笑
亭，聚集了1万余名“红马甲”志愿者。
主客共享的西湖让更多人有机会亲近世
界遗产，也唤起人们共同守护这汪碧水
的拳拳之心。

“曾经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地标，如
今更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家园。”杭
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孙
国方说。

未来之湖：湖城相依，城景交融

在杭州，以“云栖”为名的地方有二：
竹海为屏、绿意为席，作为新西湖十景之
一的“云栖竹径”代表着西湖的过去，而
富有科技人文特色的云计算产业生态小
镇“云栖小镇”，则映射出西湖的未来。

申遗成功的那一年，距离景区不远
的“云栖小镇”同时起步。13年来，在这
座以云计算产业为核心、以相关项目为
载体、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小镇，科技
与人文“碰撞”出无数创新火花，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断注入动能，成为杭州打
造“数字治理第一城”的起航地。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曾提出一个观
点：西湖更应该被当作一个给人以启迪
的地方，而非单纯的公园。“西湖于杭州
而言，不仅仅是一片湖山，更引领着城市
的迭代发展。”孙国方说。

申遗成功后，杭州城市空间的拓展
由原来以西湖为中心的团块式发展向以
钱塘江为轴线的组团式发展转变，并将
关注生态要素、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到了
影响城市空间大格局的战略高度。杭州
跨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发展与文
化保护、繁荣同步提升。

在未来规划中，西湖将呈现“城景
交融”的慢行公共空间：向东，商业街区
的空间品质不断提升；向北，主客共享
的宜人社区逐步构建；向南，“拥江发
展”的目标持续落实，真正实现景区对
城市的辐射。

一湖千年润此城。申遗成功13年
来，西湖交出了一份世界遗产保护与发
展的独特答卷；在未来，西湖将与更多遗
产地携手开启新的探索，共同为世界遗
产保护注入新的活力。

连日来，多地持续高温。记者近日
在浙江、重庆、吉林、西藏等地走访发现，
居高不下的气温催热了“清凉经济”。清
凉商品不断上新，避暑游持续火热，富有
特色的夜市吸引客流……炎炎夏日里，
创新型的消费产品及服务从多个方面激
发出消费市场新活力。

清凉商品夏日走俏

走进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款式新
颖、花样繁多的防晒伞、防晒衣等商品让
采购商目不暇接，炎炎夏日“晒”出的防
晒用品热度仍在持续。

位于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的星宝伞
业店内，负责人张吉英忙着给客户介绍
新品：“这款防晒伞重量只有约100克，
可方便放进手提包或外套口袋里，我们
还加入新的设计元素，受到许多消费者
的欢迎。”

“今年的爆款是瑜伽服造型的防晒
衣，比以前的款式更加修身。”另一家主
营防晒衣的商铺店主孙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的防晒衣款式更时尚，通过对面料
的升级，消费者体感更凉爽透气，舒适性
也更高。

“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显示，今年
夏季服装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消费者
购买热情高涨，预计防晒服、运动服、登山
服等服装品类将有不俗的市场表现。

今夏，在全国开展的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也为“清凉经济”发展助力，冰箱、

空调等清凉设备换新成为潮流。
家住重庆渝北的汪先生换掉了家中

用了多年的空调，并享受了近20%的购
机优惠。“今年以旧换新力度比较大，新
换的空调能效高、马力足，比旧空调用起
来凉快多了。”

不少商家还向消费者提供送装拆拖
以旧换新一体化服务，促进了清凉家电
消费。今年上半年，重庆限额以上单位
新能源汽车、家电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同
比增长17.6%、5.9%。

避暑游提升品质优化服务

夏天吉林省全域温润清爽，平均温
度22摄氏度，平均湿度70%，紫外线平
均指数不超过5。高纬度、四季分明的吉
林省是不少游客向往的避暑之地。

在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
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草木葱郁、空气清
新、凉风习习。度假区市场部负责人黄
钟锐介绍，度假区探索发展四季旅游产
业体系，打造了山地休闲、避暑度假等项
目，这里拥有60万平方米的高山花海，
还为热爱山地自行车等户外运动的游客
提供了专业场地。“为了更好服务暑期游
客，我们还策划了山谷音乐节、露营节等
活动，文旅场景将进一步升级。”

在浙江建德市，夏季水温17摄氏度
的新安江穿城而过，形成了冬暖夏凉、水
清雾奇的独特景观。浙江建德市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建德

将立足优良生态，持续打响新安江“夏日
冬泳”国际挑战赛等品牌，为游客提供更
好的服务。

在气候凉爽的拉萨，市民游客喜爱在
远离城市喧嚣的郊外树林、湖边过林卡
（即郊游、野餐，是藏族群众传统的休闲活
动），6月入夏以来，拉萨市郊的野绣半岛
露营基地已接待过林卡群众超3000人
次；夏季避暑胜地重庆武隆启动仙女山草
原露营音乐季，让游客在避暑纳凉的同时
也感受夏日音乐狂欢；依托林海、矿泉等
自然资源，吉林长白山华美胜地旅游度假
区成为游客避暑康养好去处……

面对持续升温的避暑游热潮，各地
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推动旅游服务提档
升级。“我们全面提升游客服务中心、停
车场、公厕等旅游基础设施，建立交通引
导等智慧高效服务体系，推动旅游智慧
化发展。”长白山管委会主任高飞说。

“夜经济”创新场景丰富体验

入夜，重庆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上
人流如织，除了购物，游客还可以在这里
参加运动体验、潮玩打卡、啤酒闯关等互
动活动。重庆市商务委主任章勇武介
绍，“2024不夜重庆生活节”近日在观音
桥步行街启幕，推出超过200场主题活
动，为消费者打造集展、赏、游、娱于一体
的夏夜消费新场景。

“白天天气闷热，我们选择在三峡博
物馆等室内场所游览，傍晚气温降低，我

们来观音桥的网红打卡点看夜景。”来自
山东的游客刘迪一说，多元的夜间消费
项目让大家能够更长时间、更充分地体
验当地特色。

近年来，江北区通过丰富产品供给、
推进业态融合、延伸产业链条，夜经济快
速发展。目前，江北区各大夜市街区入
驻商家超过15000家，夜间消费占比约
为60%，夜间经济规模约450亿元。

夜幕降临，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安
图县二道白河镇，游客们穿行于长白万
巷商业步行街，或品尝美食，或举起手机
捕捉瞬间光影，享受夜晚的户外时光。
随着步行街的灯火逐渐点亮，一家俄罗
斯进口商品超市里热闹起来，各式各样
的旅游纪念品吸引游客驻足挑选。

去年以来，长白山加大推动消费扩
容升级力度，加强特色商业街区建设。
长白万巷商业步行街夜购、夜游等业态
更加丰富。“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创新消费
模式，优化消费供给，举办夜经济特色品
牌活动，打造高品质夜间休闲消费区
域。”长白山管委会商务局综合科科长侯
彦宇说。

“‘清凉经济’对激发消费活力有积
极作用。”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
长范柏乃认为，在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选择的同时，也
要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维护好市场
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为夏日经济的蓬勃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知识产权是国家发展战略性资源
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近年
来，我国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工作顶层设
计，深化该领域各项改革，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当下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发展
取得哪些成果？怎样让发明专利真正
造福社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29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有关
情况。

高价值知识产权不断涌现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实现系列突
破性进展，形成系列标志性成果，走出
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

“更多高价值知识产权不断涌现。”
申长雨说，截至今年6月，我国国内发明
专利有效量达442.5万件，权利人为企
业的发明专利占比提升至72.8%，企业
创新更加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2.9件，提前实现

“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国内有效注
册商标量达4590.9万件，再创新高。

知识产权服务水平也不断提高。
申长雨介绍，已开放60种知识产权基础
数据，实现“应开放尽开放”。发明专利
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7个月，审查准
确率达到94.2%，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
期稳定在4个月，审查合格率保持在
97.7%，均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的国际
先进水平。

高价值专利加速落地

申长雨表示，通过深入实施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今年上半年全国
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次数
同比增长 22.2%，一批高价值专利在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
速落地。

“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达到15.3
万亿元，占GDP比重增至12.7%。”申长
雨说，今年1月至5月，知识产权使用费
进出口总额达 1800 亿元，同比增长
14.1%，其中出口额同比增长17.7%，高
于进口额增速4.7个百分点。

知识产权保护助力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也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申长雨
介绍，已推进25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
范区建设，累计批复建设115家国家级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82.04
分，连创新高。

“2023 年，外资企业对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满意度达 80.55 分，比 2022
年提高1.44分。国外来华的知识产权
申请量、授权量、有效量也快速提升。”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介绍，
截至今年 6月，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
利量和有效注册商标量分别达91.9万
件和 213.5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3.9%
和 3.8%，显示外资企业对我国知识产
权保护充满信心。

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
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这
为我国下一步知识产权工作指明了方
向。申长雨表示，将围绕更好激励创
新、更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促
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等三方面深化
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

相关工作包含积极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国际合作
全链条，促进专利、商标、地理标志、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知识产权的综合
运用，发挥综合效益等。

同时，国家知识产权局还将聚焦破
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专利审查支撑，大力促进专利转化运
用，助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创
新投入与产出的良性循环，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知识产权引
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
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
转变的关键时期。”申长雨表示，国家知
识产权局将持续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
力和治理水平，更好发挥知识产权在激
励全面创新、促进产业转型、优化营商
环境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家统
计局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简称

“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961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

统计数据显示，文化领域九大行业
延续全面增长态势。上半年，文化领域
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延续一季度全面增
长态势。其中，文化装备生产、内容创
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3个行业营业收
入实现较快增长，分别为10.4%、10.2%
和 9.8%，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
文化企业 2.9 个、2.7 个和 2.3 个百分
点。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创意设
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
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
6个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介于3.7%
至7%。

文化新业态行业保持快速增长。
上半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27024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快于全部规模
以上文化企业3.7个百分点。文化新业
态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0.5%。

文化企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上
半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9%，增速
快于一季度3.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8.08%，比上年同期提高0.11个
百分点，比一季度提高1.2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高级统计师
张鹏表示，上半年，各地区各部门深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
断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提升
文化服务效能，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文
化消费市场持续活跃，文化企业发展平
稳向好，文化领域各行业延续全面增长
态势，文化新业态保持快速增长，文化
企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营收同比增长7.5%

新华社石家庄7月30日电 截至
2023年底，我国公交车保有量达68.25
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55.44万辆，占
比81.2%。运营线路达7.98万条，公交
专用车道突破2万公里，2023年完成客
运量416.3亿人次。

这是记者30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的。“我的公交我的城”主题宣传活动同
日在河北沧州启动。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
员耿晋军在启动仪式上介绍，近年来，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完善法
规、政策、制度和标准，依托国家公交

都市建设、绿色出行创建等行动，指导
各地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战略，公交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去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 15项
任务举措，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已列入
《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
在加快出台。

“城市公共交通正迎来新一轮政策
窗口期。”耿晋军表示，交通运输部正在
研究起草进一步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优
先发展的政策以及公交车和动力电池
更新实施细则。

7月30日，转移安置的群众在
湘潭县河口中学安置点吃午餐。

受台风“格美”外围云系影响，
湖南的涓水近日出现当地自 1972
年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7月
28 日 20 时许，涓水的湘潭市易俗
河镇四新堤段发生决口，洪水奔涌
而出，淹没附近部分村庄。洪水影
响到决口附近的新塘村、新虎村
等，30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

目前，湘潭县在河口中学安置
点安置了120多名群众，其中大部
分是老年人，主要来自受灾严重的
新塘村。

□据新华社

我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新华社记者 宋晨

我国公交车保有量超68万辆

一湖千年 再续华章
——世界遗产保护发展的“西湖答卷”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王俊禄 段菁菁

产品上新 服务更新 场景创新
——“清凉经济”激发夏日消费新活力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