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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公告
镇赉县五棵树供销合作社场所（二

层）及设施，对外公开发包，承包年限3
年。承包人需先垫付购买设施费用。时间
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止，具体事项可
来电咨询。电话：0436-7223632。

镇赉县益农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4年6月18日

幅员辽阔的中国孕育了体育产业发展的丰厚
土壤。近年来，遍布全国各地的体育产业基地乘
风而上，依托各自独特的资源禀赋探索出了多样
化的发展模式，以多彩的“底子”，探索出了多
样的“路子”。

日前，2024年全国体育产业基地工作会议在
威海荣成市举行。会议上，多个基地的代表分享了
各自基地的发展经验。

浙江是体育产业大省，依托地貌丰富、经济
发达、产业多样的“底子”，体育产业发展势头良
好。目前，浙江拥有全国体育产业基地 30个，
2022年全省体育产业总产出4648亿元，约占全
国的七分之一。浙江省体育局经济处处长姜建成
介绍，在强化体育产业政策、资金、智力支持的
基础上，浙江加强科技创新赋能，引导企业开展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并按照“全域户
外”的理念，推动了山地户外运动、水上运动、
航空运动、冰雪运动、汽摩运动等新兴时尚体育
项目的发展。

辽宁有着深厚的体育底蕴，沈阳市浑南区依托
该区有山、有河、有场馆的基础，发展户外运动、
竞赛表演等业态，形成了“全产业支撑、全生态培
育”的新格局。沈阳市浑南区副区长李玉芳表示，
在现有基础上，该区正着力培育多个重点体育产业
项目，如打造CBA辽宁男篮“黄金主场”、发展冰
雪运动项目、打造“赛艇之都”、推进马术产业等。

植根于独特的海洋资源和雄厚的制造业基础，
山东威海市共孵化创建19个国家级、省级体育产
业示范基地。该市的渔具、桨板、休闲钓鱼艇、救
生艇、冲锋舟等特色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着
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威海荣成市，房车生产成为当
地的招牌产业，现有规模以上房车生产企业10
家，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50余家。2023年，荣成
房车销量为16000余辆，荣成的房车连续多年占
全国房车出口量的五成以上。2022年，威海市体
育产业总规模332亿元，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
到3.25%，体育产业已经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动能。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主任于建勇表
示，各类产业基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注重政策引
导，充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区域特点
和历史文化传统等，找准定位，因地制宜，逐步形
成了功能定位明确、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和企
业。“体育产业基地作为体育产业的先行试验田，
在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发展上发挥着示范引领作
用，不断为体育产业创造新经验、提供新范例、激
发新活力。”于建勇说。

截至2023年底，全国范围内命名和认定的国
家体育产业基地共235个，其中示范基地50个、
示范单位98家、示范项目87个。于建勇介绍，
2023年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集聚体育企业数量
达到52731家，吸纳从业人员114.43万人，示范
单位吸纳就业 69286 人，示范项目带动就业
103.27 万人，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和社会效
应，成为体育产业集群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依托，极
大地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

于建勇表示，下一步，产业基地将从培育赛事
经济、打造消费能级、培育新质生产力、守好安全
底线等方面落实体育产业工作重点，提升示范引领
作用。

（新华社山东威海6月16日电）

盛夏光景，山谷幽凉，呼吸着清新空气，驰骋
于原始森林，对跑友而言是这个季节再惬意不过的
体验。16日，中国·吉林边境森林马拉松系列赛长
白山站举行。约3000名跑友从长白山下的二道白
河小镇出发，一路“跑过皆风景”，完成对中国东
北海拔最高户外运动胜地的又一场集体打卡。

“在这里遇见绿水青山，以运动解码‘东北之巅’。”
长白山势佳体旅赛事活动总监郑文强说，无论山水
植物还是地形地貌，长白山的户外运动资源都让人
眼前一亮。路跑、登山、攀岩、溯溪、骑行、赛车、滑雪、
热气球、滑翔伞、野外定向……“户外运动需要的，长
白山几乎都有。”他说。

作为孕育了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的“东北
三江源”，长白山是欧亚大陆东缘最高山系，北半
球同纬度带原始状态保存程度、物种丰富程度名列
前茅的地区，是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绿色
屏障”。

“虽然是‘东北之巅’，但毕竟处于平原，不用
担心高原反应。”户外发烧友张宇凡说，长白山富
足的氧气不仅对运动者很友好，还以层次极为丰富
的植被类型吸引着各类项目爱好者。“像从温带跑

到极地，非常神奇！”他说，从海拔730米的森林
马拉松起点，到海拔2670米的“天池云路”登山
赛终点，一路上能清晰感受到从阔叶林到针叶林再
到苔原带的植被变化。

每年10月到次年4月，长达200多天的雪期不
仅使长白山区孕育了单兆鉴、朴东锡等中国首批冰
雪健将，也使这里成为齐广璞、苏翊鸣等冬奥冠军
一飞冲天的训练平台。

“近年来，长白山抢抓中国户外运动的风口，
开展户外赛事，丰富户外项目，开发研学业态，探
索文旅体融合新模式。”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
体育局局长耿德勇说，除了利用冰雪季“冷资源”
举办冰雪项目国际赛事，长白山还利用避暑季“凉
资源”打造“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天池云
路”登山赛、森林马拉松赛等品牌赛事，吸引运动
爱好者、游客及域外投资纷至沓来。

2023 年，长白山累计接待游客 274.77 万人
次，同比增长260.5%。在东北冰雪旅游整体“出
圈”的2023-2024雪季，长白山接待游客72万人
次，比2018-2019雪季增长164.3%。

为满足户外爱好者不断上新的需求，长白山还

增加潮玩项目，如攀冰大会、穿越大会、天池爬坡
王挑战赛、天池机车骑士文化节等。郑文强所在的
长白山势佳体旅近年来一直与当地政府合作，通过
商业化运营赛事活动，努力提升长白山的户外运动
影响力。“以体育文化增加游客黏性。”他说。

日前，24名来自北京的学生度过了7天难忘的
长白山研学之旅。他们骑着自行车沿环长白山慢行
绿道在原始森林中穿行，在红石峰景区体验铁道式
攀登、树上丛林穿越、皮划艇等户外项目，与森林
防护员共同走进深山了解森林防火、野生动物保护
知识，到锦江木屋村里摊煎饼、磨豆腐体验民俗风
情……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让孩子们在长白
山收获一份成长。”郑文强说，“我们利用这些品牌
赛事和特色活动来平衡旅游资源，让长白山‘旺季
不堵，淡季不淡’。”

今年3月，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长白山管
委会主任高飞介绍，未来还将加快推进环长白山慢
行绿道建设，以骑行、徒步、雪地摩托等项目打造

“东北亚第一慢行道”。 （新华社长春6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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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运 动 解 码 “ 东 北 之 巅 ”
——长白山打造东北海拔最高户外运动胜地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 王帆 周万鹏

新华社石家庄6月16日电（记者秦婧 冯维健）16日开幕的
2024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
报告（2023年）》，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达126.1
万亿元，同比增长5%。

报告由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共同编写。报
告指出，当前我国商贸物流发展呈现六大特征。一是批发业物流逐
步向供应链服务拓展；二是零售业物流加快精细化转型；三是冷链
物流设施短板加快补齐，冷库总量约2.2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8.3%，冷藏车保有量约43.2万辆，同比增长12.9%；四是餐饮住宿
物流定制化服务快速发展，餐饮业全年食材流通规模达6.1万亿
元，净菜市场规模突破3000亿元，住宿业物流需求恢复到2019年
高位；五是进出口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出口物流量同比增长6.7%，
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13.0%，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70亿吨，比上
年增长8.2%；六是绿色化标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全社会标准托盘
保有量超6.3亿片，托盘标准化率超36%。

报告对2024年商贸物流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商务部流通业
发展司副司长任锋表示，随着各项宏观政策措施协同发力，消费需
求持续恢复，商贸物流由恢复性增长向温和增长转变。

6月16日，北京
舞蹈学院学生在资华
筠舞蹈艺术馆外表演
舞蹈《醉春风》。

当 日 ， 坐 落 于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
县新市古镇的资华
筠舞蹈艺术馆举行
开馆仪式。

资华筠是新中国
第一代舞蹈表演艺术
家、舞蹈理论家和舞
蹈教育家，她是《飞
天》双人舞中的表演
者，被舞蹈界称作

“飞天女神”。资华筠
舞蹈艺术馆以“舞随
心生·向光而行”为
主题，全面展示了资
华筠的艺术人生、学
术历程和社会贡献。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超126万亿元

（上接一版）东部大长白山世界旅游目的地和西部
松嫩鹤乡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的“发展极”，以松花
江生态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实现交通、文化、
产业、旅游、生态的“五带”同建。

6月15日，参加“奔赴吉致秘境 驭见吉祥吉
林”网络主题活动的两路嘉宾，沿“醉”美国道
G331一路苍翠一路歌，抵达活动终点长白山，成
功与旅游发展大会撞个满怀。

而在此之前，推进G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
建设促进边境村繁荣发展工作专项协调机制视频会
议在长春召开，聚焦实施大通道建设“十大行动”，着
力在更高质量、更高水平上促进边境村繁荣发展，为
大长白山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再添“砝码”。

谋局全盘：“十大愿景”清晰勾勒
目标路径

点、线齐备，全面崛起还会难吗？
答案是，难，也不难。
难的是在旅游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刚需”的当

下，交通便利，路网发达，想要到达诗和远方往往
只需分分钟。国内新老旅游目的地都使尽了浑身解
数吸引客源，“激烈”二字已难概括各地旅游的竞
争程度。

难，就要想办法让其变得不难。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我省在大会期间勾勒

出了“十大愿景”。
从使命愿景到发展愿景，从创新愿景到旅游

IP愿景，从繁荣愿景到幸福愿景，从品质愿景到
业态愿景，从空间愿景到开放愿景--“十大愿
景”的逻辑路径，也恰恰是吉林应时代之潮流、谋
发展之宏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路径。

十大愿景背后的底气，是吉林全力打造万亿级
大旅游集群，出台《吉林省旅游万亿级产业攻坚行
动方案（2023-2025年）》，推出旅游产品奖补、
项目投资奖补、成长壮大奖励等系列创新举措；是

全省旅游业的市场人气火爆、产品加速迭代、品牌
热度飙升、各地多点开花……

长春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夜游、吉林江上游
船赏雾凇、白山雪谷市集、延边中国朝鲜族民俗
园、长白山云顶市集等一批网红产品出新出彩……
这些IP、热点，是除了自然资源外，让人记住吉
林、向往吉林的新型旅游名片。

此次大会期间，吉林省旅游宣传推广语“白山
松水 吉祥吉林”应运而生，朗朗上口且“吉”味
颇浓，吸引国内外游客游遍吉地。

元旦假期，我省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
406.6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1个百分点；

春节假期，共有490个涉吉林冰雪旅游话题登
上网络平台热搜热榜；

清明节假期，热门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上涨超
过8倍，全省接待国内游客同比增长226.53%；

“五一”假期，全省接待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分
别同比增长118.7%和160.3%；特别是省外游客占
比达到35.6%，同比提高了17个百分点；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全省接待国内游客
840.1万人次，同比增长69.1%；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70.2亿元，同比增长72.4%。

持续热度，还应有大作为。吉林，收到“热数
据”后，更有“冷思考”。

广签约，再开发。
此次活动期间，我省39个重大文旅项目成功

签约，签约总额达315亿元。
与此同时，吉林旅游口袋书系列之《北有长

白》《一江松水》和《大美长白山》画册发布，标
志着我省在旅游推广和信息服务方面的新发展，让
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吉林的自然之美、人文之韵。

吉林要振兴，旅游业是关键之一。全省旅游
发展大会于关键的2024年启航，推动《旅游万
亿级产业攻坚行动方案》高质量落实，其描绘的
美好愿景必将在冰雪与避暑两翼齐飞的吉地吉林
落笔生花。

风起长白 剑指万亿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潘洁 韩佳

诺）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
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生产稳定
增长，需求持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
际收支平衡，转型升级持续，运行总体平稳。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持续恢复。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环比增长0.30%。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
制造业增势良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0%，
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1.9和4.4个百

分点。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比
上月加快1.3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
大。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11亿
元，同比增长3.7%，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51%。1至5月份，全国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188006亿元，同比增长
4.0%；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8.6%。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
化。5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7077亿元，同

比增长8.6%。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

稳。1至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
为5.1%，比上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5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上月持
平，比上年同月下降0.2个百分点。5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3%，
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

“总的来看，5月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主要指标有所回升，新动能较快成长。但也要
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
依然不足，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
挑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
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下阶段，要靠前发
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巩固和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
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月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夏日午后，走进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老
王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平整的农田集中连片，
大型平移式喷灌机在已经出苗的玉米地里缓缓
移动，长达数百米的钢架如同展开的喷灌“双
翼”，大量喷头将细密的水花均匀地洒在田间。
卷盘式喷灌机、指针式喷灌机等也齐上阵，依托
多种智慧农业设施，高标准农田展现抗旱优势。

“地里的喷灌机利用手机App即可操作，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水流量大小、行走速度、喷
头高度和角度等，想让地里下小雨、下中雨、
下大雨都行。”西平县人和乡种粮大户丁军华
说，他目前流转约6800亩土地，前段时间播
下的玉米都顺利出苗。

近期西平县遭遇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最高
气温突破40摄氏度。西平县提前安排部署，6

月初组织各乡镇排查检修机井，保证机井都能
出水。

丁军华表示，这段时间地里浇水灌溉不受
影响。“我们有自己的井，之前政府统一打
的，非常深，50米，一直都有水，一扫卡就
出水了，很方便。”

田地里，小型气象站、土壤监测站等不间断
地采集相关信息。在不远处的高标准农田服务
中心，室内监控中心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天气、
墒情等数据。工作人员只需敲击键盘，输入参
数，即可操控农机设备进行抗旱浇地等工作。

今年70岁的赵贵喜是宋集镇张湾村种粮
大户。据他介绍，地里的大型平移式喷灌机一小
时大约能浇20亩地，一天能浇地约500亩。“目
前地里玉米第一遍水都浇完了，加上14日的降

雨，我流转的地块旱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
赵贵喜笑着说。

为了应对旱情，西平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五
六十名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关注农户的实
际困难，对农户进行灌溉指导。西平县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丁群生说，从5月底到现在，他已
经来老王坡高标准农田七八趟。他表示，虽然干
旱天气给农业生产造成一定不利影响，但依托
高标准农田内的完善配套设施和智能灌溉设
备，影响总体可控。

“玉米出苗今年慢一点，但后期通过加强管
理，对产量的影响不会太大。”丁群生说。

近年来，西平县累计投入12.3亿元，建成高
标准农田90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3%。目前
西平县高标准农田以地表水灌溉为主，地下水
补灌为辅，采用平移式、固定式、卷盘式等多种
灌溉模式，有效提升水资源利用率，亩均节水率
达30%。

河南省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举措，累计建成高
标准农田 8585 万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
76%。通过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更多“靠
天田”变成“高产田”。（新华社郑州6月16日电）

科技助力河南高标准农田抗旱保丰收
●新华社记者 朱舜 马意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