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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国共举办经贸类展会
3844项，工业与科技类展会数量居各类
展会首位……连日来，第二十届中国会
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在天津举办，会上
发布的《中国展览经济发展报告2024》
反映了中国会展行业转型升级、质效提
升的新图景。与会专家认为，我国会展
行业正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绿色低碳
为导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
入活力。

推进国际化，主动拓展“朋友圈”

随着我国展会项目和组展单位进一
步对接国际标准、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024年，不少展商来到中国寻求商机，
国内企业也主动“走出去”拓展市场。

“中国拥有一流的会展硬件条件以
及良好的技术基础、营商环境，政府对于
会展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对于海外
展商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前来参会的法
国ABE商务会展有限公司亚洲区总裁
苗瑞卿说，以该公司承办的中国天津国
际直升机博览会为例，会上国际展商的
比例已从约50%提升至约60%，不少专
业观众不远万里来到天津，与业内人士
洽谈合作。

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部部长邬胜荣

介绍，我国举办的重点展会国际化程度
不断提升，境外参展商比例增长明显。
截至2024年底，我国（境内）已有265个
展会项目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
证，同比增长超过20%；UFI会员单位
253家，同比增长约10%。

与此同时，出国展览的国内企业数
量也有所增长。报告显示，2024年，中
国贸促会审批通过并实际执行出国展览
项目1166项，参展企业5.01万家。

“通过与中国代理商的合作，2024
年大约有1000家中国参展商参加我们
的展览，展示了多样化且充满活力的产
品。我们期待着今年能够接待2000家
甚至更多的中国参展商。”华沙PTAK国
际展览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波兰中小
企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主席托马什·希
普瓦说。

迈向数字化，“智慧”成为关键词

第二十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
坛以“聚新质生产力 谋可持续未来”为
主题，而在2024年，智能化、数字化、新
质生产力等也成为不少展会的关键词。

一方面，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会展业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正在重塑会展设施、管理、服务等各个
环节，推动会展业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
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变。”中国贸促会会长
任鸿斌说。

另一方面，2024年的不少展会也展
示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最新成就。
报告显示，2024年工业与科技类展会数
量仍居各类展会首位，共1064项，同比
大幅增长63.4%。

2024年，致力于人工智能驱动药物
早期发现全流程的科创型企业——天津
贝芸科技有限公司参加了世界智能产业
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等多
场展会。公司成立短短几年，研发产品
与业务范围已不断拓展，驶上了发展“快
车道”。

天津贝芸科技有限公司CEO周晓
菲说，对于初创型企业而言，“被看见”十
分关键。近年来，企业通过参加一系列综
合性、行业性展会，获得了更多在国内国
际舞台亮相的机会，快速打响了知名度。

“目前，企业在与相关部门积极沟
通、继续报名参加各类展会，计划在展会
上发布新品、加强合作。”展望新的一年，
周晓菲信心满满。

加速绿色化，充分发挥“乘数效应”

作为此次论坛的载体，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本身就是一座绿色智慧建筑，
应用了光伏发电、地源热泵系统、装配式
建筑等80多项绿色环保技术。

“可持续发展已经是各行各业的主流
期望。”国际展览与项目协会董事会主席
查克·格鲁扎德表示，近年来世界范围内
的会展业企业大都在通过加大可再生材
料使用、推进碳中和场馆运营等多重方
式，不断使自身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会展业的绿
色低碳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
行业标准。越来越多重点展会积极倡导
践行绿色办展理念，为中国乃至全球会
展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示范。

多位与会专家认为，会展行业具有
典型的“一业带百业”特性，广泛辐射工
业、旅游业、服务业等领域，其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乘数效应”不可小视。

国际展览业协会首席执行官柯世祺
说，目前全球会展业正致力于通过成立
可持续发展工作组、设立可持续奖项、设
立全球会展标准等具体手段，力图实现

“零碳排放”。
“绿色低碳的叙事方式，被越来越多

国家的工商界接纳肯定。”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舜杰说。

向“新”求变 向“绿”转型
——从会展“年度盛会”看行业发展新趋势

□新华社记者 刘惟真 郭方达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1月
10日宣布，在鄂尔多斯盆地泾川地区发
现特大型铀矿，这将形成我国找铀新局
面，大幅增加铀资源量，提升铀资源安
全保障程度。

铀，自然界能够找到的最重原生元
素。铀是核能发电的主要燃料，对于保
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核医
学以及农业辐照育种、食品工业保鲜、
自动控制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全球首次在风成砂岩分布区
发现特大型铀矿。砂岩型铀矿是最重
要的一种铀矿类型，经济环保、矿床规
模大、易开采。以往认为，风成体系砂
岩不能形成大型矿床。

中国地质调查局铀矿首席科学家
金若时说，此次改变了原有找矿思路，
通过对以往煤炭、石油原始资料进行研
究，重新开发盘活“沉睡”的资料。

发 现 铀 矿 有 多 难 ？ 挖 呀 挖 呀
挖……

2017年钻探，4个靶区都打到优质
工业矿体，有的达30米厚，有的达10米
厚。同时突破航飞、填图、剖面测量、异
常检查、圈定靶区传统工作方法，利用
钻孔测井资料直接发现地下异常，开钻
验证工业矿体。

中国地质调查局与中石油长庆油
田、中国核工业地质局等单位合作，技
术雄厚、资金充足，成功探获世界上最
大的风成砂岩型铀矿。

目前，泾川铀矿周边还有大量钻孔
待筛选，可望扩大靶区和资源量。我国
很多盆地下面有石油、煤炭，同类型地
区可能选出更多大型、特大型铀矿，我
国铀矿资源量将大幅度提高。

风沙穿过记忆，中国人“贫铀”史已
然成为过去，新的“铀”故事刚刚开启。

我“铀”来了!
中国找铀矿实现重大突破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规范涉企
执法、支撑“两新”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在10日国新办举行的“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市
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营造公
平公正市场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有关情况。

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2024年，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监管规
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不断优化市场监管
方式和手段，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通过多元化举措帮助平台内商家
解决实际困难，强化对农产品商家、特
色商家、新入驻商家流量扶持。针对

“仅退款”等挤压商家生存空间、助长低
质低价竞争风气问题，约谈主要电商平
台，提出具体整改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其他部门联合
开展专项行动，围绕守好经营者资质审
核“准入关”、网络营销和集中促销行动

“秩序关”、网售危害生命健康商品“安
全关”、网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质量
关”、网络禁限售商品“风险关”，推动解
决网络市场突出问题，查处涉网案件3.6
万件。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束为表示，下
一步，将从促进平台规则公平透明、降
低平台内商户成本负担、净化直播电商
行业生态等方面，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
序。抓紧完善平台规则、直播电商等方
面的监管制度。

规范涉企执法

截至2024年底，全国市场监管部
门首违不罚、轻微免罚、减轻处罚的项
目清单累计达3952项，按照这3项清单
办理的减罚免罚案件超过21万件。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况
旭介绍，2025年将进一步巩固深化行风
建设成果，全面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
做到执法有力度、处罚有尺度、服务有
温度。

大力推进执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出台跨区域执法协作指导意见，推动实
现标准统一、尺度一致、程序规范，坚决
防止粗暴执法、随意执法、趋利执法和
不文明执法。

纵深推进服务型执法，采取“预防
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
事后回访”创新执法模式。对于群众反
映强烈、挑战道德底线、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的突出违法行为，则要坚决打击、
严惩不贷。

着力提升执法能力和质效，以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推动案件办理
全过程可溯、全流程管理、全环节约束，
让每一次执法行为都在阳光下运行。
开展执法干部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持续
提高经营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市场
监管执法的满意度。

支撑“两新”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市场监管总局规划和财务司负
责人王国伟介绍，去年以来国家实施
了“两新”（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市场监管总局计划
制定国家标准 294项，目前已经发布
了168项。

在设备更新方面，研制污染物排
放、能耗限额、设备能效等领域国家标
准81项，有效促进了高污染、高耗能、高
风险的设备更新换代，加快推动落后产
能淘汰。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发布
家电、家具、汽车等领域国家标准49项，
为国家资金支持消费者购买更高品质、
更加安全的产品提供了标准支撑。

围绕循环利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了废旧车用动力电池、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等国家标准38项，让废旧产品“回收
得了、利用得好”。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实施新一
轮标准提升行动，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
进2025年重要标准研制，坚持能早尽
早，成熟一批发布一批，确保标准制定
效率和质量。

涉及平台经济、涉企执法
国新办发布会聚焦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1 月 10 日，新疆红其拉甫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新警在红
其拉甫国门前与警旗合影。

当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
的活动，庆祝第 5 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

□据新华社

各地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各地举办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警察节

距离1月7日9时5分西藏定日发生
6.8级地震，已过去72小时。

地震发生当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9日，习近平总书
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会议强调，现在抗震救灾工作处在关
键阶段，不能有丝毫松懈。

灾情牵动全国人民。围绕72小时
后的公众关切，“新华视点”记者在多个
受灾严重的乡镇、村庄安置点进行探访
调查。

物资保障和医疗救治情况
如何？

目前，第一轮全范围搜救工作已告
一段落，救援搜救工作已转为灾民安置
和灾后重建。

在地震中，西藏定日、拉孜、萨迦、萨
嘎、定结5个县26个乡镇206个村（社
区）受到波及，约6.15万名群众不同程度
受灾。经过前一阶段的努力，目前救援
力量克服高寒缺氧困难，抗震救灾总体
顺利。

——地震灾区共设置 224 个安置
点，安置人员4.75万人。

——地震损坏路段在最短时间内抢
通，到8日，定日县G318、G219、S516重
要干线公路和县乡道均能保障通行。

——通信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8
日2时、9时、11时许，电信、联通、移动分
别抢通最后一个基站，地震灾区乡村通
信网络服务逐步抢通恢复。

——电力供应逐渐恢复，目前电网
供电能力已基本恢复至震前水平。

在从定日县城到长所乡的道路上，记
者看到，仅挂着“西藏山南”字样的大卡
车，半小时就经过了40多辆，车上装满木

柴、牛粪等保障受灾群众过冬的燃料。
截至1月9日9时，已累计收治伤员

337名，经救治后出院246名，仍在院接
受治疗91名，其中轻症72名，重症19
名。医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
向规范治疗。

在定日县塘仁村临时医疗点的帐篷
里，简易床边摆放着常用的感冒药、退烧
药等各类药品。正在整理药品的驻点医
生次卓玛告诉记者，现在许多村里的安
置点都有包村医生，可以及时处理灾区
群众的常见疾病。

在措果乡野江村，西藏阜康医院支
援的驻点医生曾浩说，目前医疗点已经
可以提供基本的感冒、头痛、胃病等治疗
药物，“之前有孕妇筛查出感冒，我们现
在也有了可以给她吃的药；除此之外，我
们还有一辆流动的B超车。”

10日，各级应急救援、消防救援、森
林消防、公安干警、部队官兵和社会应急
救援力量有序开展搭建、搬迁和废墟清
理工作，医疗卫生人员对安置点进行了
消杀和药物补给。

如何克服高海拔严寒低温
困难？

地震灾区高原缺氧、低温严寒。做
好受灾群众安置工作，确保群众安全温
暖过冬，是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的重点。

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
记、副厅长郝涛介绍，在国家及社会各界
支援下，受灾群众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
障：搭建帐篷12730个，安装加热设施
12043个；紧急调运援藏毛毯、取暖器、
食品、药品等物品共61.2万件。

10日凌晨3时，在定日地震受灾最
严重的长所乡古荣村，村广场上15顶帐

篷内外灯火通明。37岁的达瓦顿珠正
在给炉子添火。他告诉记者，政府发放
了帐篷、被褥和炉子。生起火，很快就暖
和起来，帐篷里的温度有二十三四度。

据了解，目前古荣村受灾群众的吃
饭、取暖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除了军
用被褥，他们还领到了羊绒制的藏式毯
子，每个人都能盖一两条，一旁的火炉中
火苗跳动。

10日凌晨4时，在措果乡的安置点
上，西藏军区某部队正在卸载急需物资。

“我们运来4000斤蔬菜、1000斤牛
羊肉，可以供这个安置点100多人一周
之需。”战士李建平告诉记者，后续还将
继续加大供给，让受灾群众能吃上热腾
腾的饭，住进温暖的帐篷，确保大家温暖
过冬。

中建八局二公司党群部负责人刘敏
正在指挥搭建折叠箱房。她说，地震后，
公司立即联系拉萨的板房生产企业，连
夜加工出40套折叠箱房，无偿捐赠给受
灾群众。

记者看到，这一批暖白色的折叠箱
房为整体结构设计，所有拼接处采用咬
合式设计，密封保温性能好，一级防火、
抗震、防风、防漏雨。

古荣村村民卓玛次仁说：“地震发生
后，政府很快就给我们发了各类物资，没
想到能那么快搬进板房，有房子肯定住
得更舒服。”

灾区的牲畜也有了保障。记者在村
里看到，救灾物资还包括一捆捆牧草。
一头头小牦牛围着牧草堆，肚子吃得圆
鼓鼓的，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

回归正常生活将在哪些方
面加力？

记者在震中多个安置点看到，目前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取暖的食品、火炉等
物资已全面发放，一些安置点还发放了
妇女卫生用品、婴幼儿用品和儿童衣物
等。有干部表示，未来将继续关注妇女、
儿童和老人的需要。

记者9日、10日走访多个震中安置
点看到，一些安置点已经用上电灯和电
取暖器，但也有部分村庄还存在电压不
稳等情况。

震中乡镇电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目前电力维修团队正在加紧抢修。

“所有帐篷都要通电，每个安置点平均要
拉80个以上的新点位。我们都在加班
加点，希望能尽快保障所有灾区群众用
电。”电力维修团队工作人员说。

8日，随着影响最严重的长所乡、措
果乡、曲洛乡3个乡政府恢复供电，定日
县用电负荷已恢复到震前水平。

一些受灾群众期盼尽快稳定居住环
境、推出重建方案。

“很多东西都在原来的房子里，但不
能住人。”野江村的塔觉期待能住进板
房。古荣村一名村民表示，想尽快有一个
稳定的住所，建筑质量也要能保障安全。

10日，记者在位于震中的措果乡、
长所乡看到，当地部分安置点已完成板
房选址，一些材料已陆续到达安置点。
在古荣村，板房搭建已基本接近尾声，首
批群众下午已经入住。

在措果乡，雪珠村村民向记者展示
了自家垮塌房屋和被砸车辆的照片。“很
想尽快了解下一步的重建方案是什么
样，能让生活恢复正常。”“现在安置点群
众的基本生活已经有了初步保障，我们
希望能尽快推进对村民房屋的处置和重
建工作。”长所乡一名驻村干部说。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记者10
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2024年我
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1.87%，比
2023年提高2.17个百分点。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重要决定因
素。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提高
健康素养水平的重要策略和有效
途径。

监测结果显示，2024年全国城市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4.74%，农村居民为
29.11%，较2023年分别增长1.49个和
2.88个百分点，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
别为 34.98%、31.48%和 27.27%，较
2023年分别增长1.68、2.63和2.83个百
分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

差距缩小。
此外，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

养水平为44.4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素养水平为34.45%，基本技能素养水平
为 28.67%，较 2023 年分别提升 2.46、
2.24、1.91个百分点。

根据监测结果，6类健康问题素养
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61.29%、科学健康观素养56.27%、健康
信息素养 44.03%、慢性病防治素养
32.77%、基本医疗素养30.16%和传染
病防治素养29.26%。

本次监测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336个县（区）1008个乡镇（街
道），对象为15岁至69岁常住人口，共
得到有效调查问卷71828份。

2024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31.87%

地震72小时后，西藏定日灾区群众安置情况如何？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翟永冠 李华 胡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