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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新期待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比增

长 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

增长 12.7％——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旅游还是“顶流”。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

“网红”景点层出不穷……人们用动感的身影证

明：旅游已是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顺 应 人 民 群 众 新 期 待 ，我 国 加 大 优 质 旅 游

产品供给力度，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更

加多元，市场规模增长，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基础。

目前，全国已建成 A 级旅游景区 1.57 万家，

其中 5A 级旅游景区 339 家。旅游景区类型从传

统的自然山水、人文古迹，逐步拓展至乡村、冰雪、

红色、主题公园等，产品体系更加完备，更好满足

广大游客观光、休闲、度假，以及研学、教育等多层

次立体化的需求。

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心“好不好、满

意不满意”的问题。

激发群众旅游热情，有关部门强化旅游宣传

推广，举办消费促进活动，组织“中国旅游日”“旅

游中国 美好生活”“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等活动，

推出系列促消费、惠民生举措，推动旅游消费持续

升温。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建设旅游服务

中心 3500 多个，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 15 万座，

完善旅游便民设施，发展智慧旅游，倡导文明旅

游，让群众出游更方便。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门持续推

进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专

项整治行动，建立常态化暗访评估机制，在重要时

间节点专题部署各地加强执法检查，让群众出游

更放心。

经济发展新引擎

今年以来，“尔滨”旅游火热“出圈”：春节假期

8 天，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 1009 万人次，日均

同比增长 81.7％；旅游总收入 164 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增长 235.4％。

亮眼的数字，展现出旅游业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强大的带动作用。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

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带动农村地区基

础设施、公共交通、城乡环境改善和相关产业发

展。1597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示范引领，越来越

多乡村通过发展旅游走上致富路、打开振兴门。

在县域，旅游市场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全

国 A 级旅游景区的县域覆盖率由 2012 年的 73％

提升至 2023 年的 93％，旅游景区有力支撑旅游

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

在城市，休闲旅游消费旺盛，休闲街区成为人

们打卡休闲的好去处。345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夜

游产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力满满。

在景区，旅游业的就业带动效应更加突出。

2023 年，全国 A 级旅游景区直接就业人数超过

160 万人，带动就业总数超过 1000 万人。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发挥综合带

动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应”，更好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文旅融合新天地

2023 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 12.9 亿，

创历史新高，博物馆游“热度空前”、文创产品走红

走俏。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从循着博物馆去打卡，

到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从美食之旅、红色之旅，到

非遗游、研学游，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中的文化元

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重要的旅游方式。

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类景

区由 2012 年的 2064 个增加到 2023 年的 4000 余

个，年均增长 8％。

注重用好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旅游类 A 级旅游景区发展迅速，2012 年到

2023 年，数量和游客接待量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9.52％和 13.08％，红色景区成为厚植爱国情怀

的生动课堂。

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永续传承重要标志，

我国持续推进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推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 142 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74 家，打

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空间，发布全

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立足与众

多 行 业 内 在 关 联 、相 互 牵 动 等 特

点，旅游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越

发丰富成熟。

如 今 ，“ 村 晚 ”“ 村 超 ”“ 村

BA”，演出、赛事、影视剧，都可以

是旅游的目的。文旅融合这篇大

文章，书写得越来越精彩。

交流互鉴新贡献

全面实施！5 月 15 日起，外国旅

游团乘坐邮轮入境中国免签。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国

际吸引力和旅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通过旅游这

扇窗，中国与世界相知相交。

近年来，我国加强双多边合作，举办中俄、中

美、中法等旅游年活动，目前共设立 48 个海外中

国文化中心、20 个驻外旅游办事处和 3 个驻港台

旅游办事机构，发起成立世界旅游联盟等国际组

织，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外推广，推

动中外游客互访、文明互鉴。

为全方位优化入境旅游环境，我国对外国游

客入境旅游进行全流程梳理，逐个打通堵点、解决

问题，令外国游客感到宾至如归。

出境旅游同样健康发展。中国已是国际旅游

最大客源国，144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公民组

团出境旅游目的地，越来越多人化身中华文明使

者，讲述中国故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

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新华社北京 5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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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徐壮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

引领我国旅游业加速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

从推进旅游为民，到实施旅游带

动；从推动文旅融合，到促进交流互

鉴，旅游正不断发挥为民、富民、利民、

乐民的积极作用，日益成为具有显著

特色的幸福产业。

③③

①①

②②

①初夏时节，人们在大理市

洱海边的生态廊道游玩。

②节假日期间，游人在湖北

省鹤峰县屏山旅游景区体验“箬

叶”浮碧波。

③近日，市民在哈尔滨市开

江民俗文化周开幕式现场游览。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作为全年粮食“大头”，秋粮收购以

近年来新高顺利结束；以口粮为主的夏

粮有望再度丰收，主产省份仓容、资金准

备充分……最新数据表明，2024 年“中

国饭碗”仍将端得牢牢，科技创新赋能让

仓储设备日趋智能绿色，“大国粮仓”正

为万家餐桌提供安全健康保障。

秋粮入库超2亿吨，粮食“大头”
稳如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5日宣布，2023年度

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收购总量创近年新高。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籼稻、粳稻、大豆和玉

米，旺季收购期一般分别于 1 月底、2 月底、3 月

底、4 月底结束。秋粮收购占全年粮食收购量

四分之三，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是全年粮食

收购工作重中之重。

“2023 年度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

收购秋粮超 2 亿吨，创 2016 年玉米收储制度改

革以来新高。其中，玉米收购量达 1.35 亿吨，

同比增加 520 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

局长秦玉云说。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从 2016 年起推动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改进和完

善宏观调控方式。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

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作为全年粮食收

购“大头”，秋粮“入库为安”具有重大意义。

夏粮预计入库 7000万吨左右，
有仓有钱保“口粮”

立夏已过，芒种在望。夏粮是全年粮食生

产第一季，夏粮的“大头”是作为口粮的小麦。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北方冬小

麦正在灌浆，距大面积收获只有约半个月。

今年以来，按照稳面积、增单产的要求，各

地有力有序推进春耕生产。农业农村部农情调

度显示，冬小麦和冬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苗

情长势好于去年和常年，如后期不发生大的自

然灾害，将再获丰收。

“预计夏粮旺季收购量 7000 万吨左右，较

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 6300 万吨左右。”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唐成说，

预计各地小麦开秤价格大体在每斤 1.25 元至

1.35 元，早籼稻在每斤 1.3 元至 1.35 元，高于小

麦每斤 1.18 元、早籼稻每斤 1.27 元的最低收购

价格水平，大范围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性不大。

据调度，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

等 6 个小麦主产省共准备小麦仓容近 8000 万

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 亿元……

“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位，物流

运输通畅，市场秩序良好，为保障夏粮收购顺利

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唐成说。

“大国粮仓”：智能、绿色通往万家
餐桌

“天下粮仓”要殷实，更要保鲜、节粮、减损、

降碳，做好仓储科技文章，才能更好地打赢粮食

收购战，端好“中国饭碗”。

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仓储设施建设，目

前我国基本形成与粮食生产、储备和流通相适

应的粮食收储保障体系。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

房完好仓容超 7 亿吨，较 2014 年增长 36％。

“十四五”以来，国家新建和改造升级仓容超

6500 万吨，粮仓绿色储粮功效和性能不断升级。

蓆茓囤、露天垛等落后储粮形态已基本淘汰。

目前，全球粮食仓储的平均温差在 2℃－

3℃。中粮研发的智能化成品粮低温立体仓储

技术，将这一指标压缩至 1℃以内，目前已在江

苏无锡国家粮食储备库投入应用。

“这项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的粮食品种调节

库内温度，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保证成品粮的食

味品质与营养价值。”中粮科工仓储物流部常务

副总经理张福钊对记者说，以大米为例，在保障

食味品质的同时，可将储备周期延长 1 倍，并可

增加 50％以上的储存量，就像“平房变楼房”，

还可以节约三分之二以上人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

司长周冠华说，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共有低温

准低温储粮仓容 2 亿吨、气调储粮仓容 5500 万

吨；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 1％

的合理范围内。在确保粮食数量安全同时，保

质保鲜水平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 5月 16日电）

坐秋望夏说饭碗：来自“大国粮仓”的报告

近日，邢台市农民抢抓农时，为夏粮丰收打下基础。图为邢台市农民操作无人机在

麦田喷洒农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