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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消费焕新，为传统节日注入新

活力；1.06亿人次出游，文旅行业复苏强

劲；多地纷纷点亮“夜经济”，激活消费

新空间……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国内

餐饮、零售、旅游等市场人气旺盛，消费

活力加速释放。

超1亿人次出游，文旅消费丰
富多彩

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策马奔腾，

在山东威海海滨亲水赶海，去广东佛山

助威龙舟竞渡，赴湖北秭归开启屈原文

化研学之旅……端午节假期，文旅市场

“玩法”多元，游客消费选择丰富多彩。

祖国东北，“又美又凉快”的吉林长

白山景区迎来客流小高峰。端午节首

日，景区游客接待量12597人次，同比增

长 3.36%。长白山北景区、南景区门票

预约人数达到景区核定承载量。

“既能领略天池美景，又能享受凉

爽天气，这样的避暑休闲十分放松！”专

程来到长白山景区避暑游的游客王启

东说。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端午节假

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06亿人次，同比

增长 32.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3.10

亿元，同比增长44.5%，文化和旅游行业

复苏势头强劲。民俗游、避暑游、研学

游等细分市场成为文旅消费亮点。

利用传统节日的契机，各地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场景不断推陈出新。许

多景区适时推出赛龙舟、赏古曲等活

动，各地还将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机

融入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等文化空

间。文化和旅游部专项调查显示，假日

期间访问文博场馆、历史文化街区，参

与各类非遗项目，参加音乐节、演唱会

等文化活动的游客占比达87.9%。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沈佳旎认为，今年端午临近暑期，

在亲子、毕业生等群体带动下，暑期旅

游市场将提前开启，释放积蓄已久的旅

游消费潜力。

假日经济升温，餐饮零售市场
活力足

端午节当天，长春市重庆路商圈附

近，还没到用餐时间，老字号春发合饭

庄门外，等待叫号的顾客已经排起长

龙。“排了快一个小时。”来自安徽的游

客陈敏霞对记者说，“听说这里的地方

菜特别地道，一定要尝尝。”

假日期间，受居民出行、旅游热情

高涨等因素带动，多地餐饮消费持续升

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数据显示，端午

假期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88.2%。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

监测显示，6 月 21 日至 23 日，上海全市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约180亿元，其中餐

饮业支付金额比去年节日同期增长

104.4%。

戴香包、吃粽子、挂艾蒿……端午

节带动各类民俗商品走俏消费市场。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端午假期节令民俗

商品销售明显增长，重点监测企业粽子

销售额同比增长 64.3%；一些大型连锁

超市门店数据显示，端午节前一周粽

子、咸鸭蛋、粽叶、香囊等产品销售额环

比增长近70%。

不少品牌推陈出新，为传统节日消

费增添新活力——五芳斋研发咸蛋黄

口味粽子脆片，推出榴莲、芒果、桑果、

杨梅四款“冰粽”，线上平台月销量超3

万单；砂锅居、烤肉季等餐饮老字号推

出粽香排骨、粽香夏日虾等融合传统民

俗的菜肴，丰富端午节日餐桌；一些商

场推出DIY艾草铃铛、亲子手工扎染等

特色体验活动……

“传统假日消费不断焕新，契合了

我国居民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

型消费升级的趋势。”中国宏观经济研

究院研究员王蕴说，要从供给侧进一步

发力，提供更多优质商品和服务，满足

和创造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持续恢复扩

大。

“夜经济”亮起来，激活消费新
空间

已是晚上11点半，位于成都滨江东

路附近的一家小酒馆依旧人气火爆。

端午节期间，酒馆创新推出“粽香酒”

“杨梅酒”等特色中式饮品，吸引不少年

轻消费者前来体验。“最近几乎每晚都

是满座，生意特别好。”酒馆老板对记者

说。

端午假期多地出现高温天气，不少

人选择“错峰”出门，助推夜间消费热度

攀升。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端午

假期前两天，夜间消费较去年假日同期

增长95%。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端

午节期间，南京市秦淮河-夫子庙片区、

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长沙市五一商圈

等多个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均超 60

万人次。

连日来，多地推出促消费举措，激

活夜间消费潜力——上海开启“2023上

海夜生活节”，塑造消费新“夜”态，以

“真金白银”补贴市民夜间消费；合肥围

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健”五大

场景推出多个夜间主题消费活动；扬州

推出沉浸式夜游、运河风情主题夜演等

丰富夜间项目……

“各地在营造良好消费氛围、打造

更有获得感的特色消费等方面积极作

为，以促消费为抓手带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为消费持续较快恢复和扩大提供

了有利条件。”王蕴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随

着暑期等消费旺季到来，居民节假日休

闲购物、出行旅游等消费需求将进一步

释放，叠加相关促消费政策支持和活动

促进，二季度消费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平

稳增长态势。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

等十二部委印发了《关于

推进体育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协力推进体育助

力乡村振兴工作。为此，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司长

丁东接受新华社记者专

访，对《意见》进行了以下

解读。

——起草背景：“发挥
体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和高
质量发展中的综合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乡村体育发展成效明

显，但与健康中国、体育强

国的目标要求，与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仍不相适应，体育

在乡村发展中的价值与作

用仍未得到充分发挥。为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充分发挥体育在中

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

中的综合价值与多元功能，

推动形成乡村体育发展新

格局，更好地发挥体育在促

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十一部

委印发了《意见》。

——主要目标：“建立
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
适应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

第一个阶段，到 2025

年，建立健全体育助力乡

村振兴政策举措和工作机

制，乡村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体系更加完善，创建体

育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批示

范典型，体育助力乡村经

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第

二个阶段，到2035年，与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

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在乡村全面建立，乡村体

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

遍生活方式，运动促进健

康作用凸显，乡村体育产

业发展更有活力，乡村体

育文化更加繁荣。

——行动计划：“在全
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
村体育赛事”

围绕关键领域，实施

五大行动计划，亮点包括：

乡村公共健身设施提升专

项行动，将把乡村体育指

导站、乡村各类公共健身

设施纳入电子地图和全民健身信息服

务平台；运动健康中心建设专项行动，

将为农村人群提供运动监测、运动康

复、慢病运动干预等服务；乡村社会体

育指导员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将建立一

支爱体育、懂健身、会组织、扎根乡村的

人才队伍；乡村体育后备力量“雏鹰计

划”，将实施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乡村

支教计划；“美丽乡村”品牌体育赛事活

动，将打造体现三农特点的活动 IP，到

2035年在全国培育100项以上最美乡村

体育赛事。

——主要举措：“助力
乡村建设、赋能农业发展、
促进农民健康、丰富乡村
文化”

加强乡村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

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资源

均衡布局；推动有条件的

乡村学校体育场地向村民

开放；支持在高校、科研院

所成立体育助力乡村振兴

研究机构，编制符合农村实

际和农民需求的“亿万农民

健身活动”系列丛书；加强

乡村医生科学健身指导能

力和体卫融合技能培训，将

运动干预纳入老年人慢性

病防控与康复方案。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引导支持各地发展登山、

骑行、水上运动、航空运

动、露营等乡村特色户外

运动产业；鼓励有条件的

乡村统筹规划建设健身登

山步道、山地户外营地等

设施；支持乡村集体企业

向体育用品企业供应木

材、皮革、羽毛等原材料，

支持乡村推出“网红”打卡

地，支持各地利用中国体

育文化博览会等展会搭建

资源对接平台。

破解乡村体育人才队

伍匮乏：各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的考核认定工作向回

乡创业大学生、乡村体育

教师等体育人才倾斜；开

展体育专业院校毕业生基

层成长计划、体育人才下

乡支教等专项活动，引导

相关人才更好地在农村就

业创业；完善体育教师补

充机制和待遇保障机制，

支持聘请优秀退役运动员

为兼职体育教师，在“优师

计划”“特岗计划”“国培计

划”等政策中加大对农村

体育教师的支持力度。

繁荣发展乡村体育文

化：组织开展亿万农民健身

活动，支持开展“一村一品”

等乡村自办群众性体育特色

活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项

目设置、活动策划等方面强

化乡村振兴有关工作，在农

民丰收节、全国乡村振兴职

业技能大赛中增设体育健身

内容；传承发展乡村传统体

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导支

持打造“乡村体育达人”“乡村体育网红”。

发展绿色生态体育：在体育场馆、

健身步道等户外设施建设中推广使用

绿色建材和可再生能源，发布绿色体育

场馆运营评价通用规范；依托乡村山水

林田湖草沙及古村落、古遗址等优势，

推进国家步道体系建设，完善户外运动

配套设施；扶持打造乡村特色体育游

戏、特色农趣竞技、特色体育康养等沉

浸式体育主题体验项目，推动生态体育

多业态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

端午假期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徐壮 金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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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国道317线昌都段拍摄的草原风光。

国道317线又称“川藏公路北线”，原起止点为四川成都和西藏那曲，后延长终点到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沿途地

形地貌多样，人文景观独特，野生动物随处可见，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景观大道”。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摄

新华社天津6月25日电（记者 周

润健）6月中旬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高温

天气，部分地区打破历史同期高温极

值纪录，如此炎热，是入伏了吗？

天文科普专家明确表示，现在距

离入伏还有一段时日。7 月 11 日才开

始正式入伏，今年三伏依旧是 40 天。

这也是从2015年以来连续第九年三伏

长达40天。

三伏又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俗

语说“热在三伏”。中国天文学会会

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伏的日

期是我国古人按照干支纪日法推算

的。干是天干，即甲、乙、丙、丁、戊、

己、庚、辛、壬、癸；支是地支，即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古人使用天干与地支的组合来表示日

期，六十为一个周期，称为六十甲子。

俗语说：“夏至三庚便数伏。”意思

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初伏的

第一天。

今年的夏至是公历 6 月 21 日，从

夏至日算起，第一个庚日（庚戌日）便

是6月21日；第二个庚日（庚申日）是7

月1日；第三个庚日（庚午日）是7月11

日，于是 7 月 11 日就成了今年初伏的

起始日。

初伏持续的时间固定为 10 天，所

以今年的初伏就是从 7 月 11 日至 7 月

20 日；末伏，是立秋之后第一个庚日。

今年立秋是 8 月 8 日，往后找到的第一

个庚日（庚子日）是 8 月 10 日，这一天

就是末伏的第一天。末伏持续的时间

也固定为 10 天，所以今年的末伏就是

从8月10日至8月19日。

初伏和末伏之间的时间都是中

伏，根据庚日来得早晚不同，留给中伏

的时间一定是 10 天或 20 天，因此整个

三伏的时长一定是 30 天或 40 天。今

年的中伏从 7 月 21 日至 8 月 9 日，为期

20天。

不过，天气是否酷热难当，并不会

因为庚日来得迟或早而受到影响。修

立鹏表示，像数伏、数九这样的传统，

是古人根据生活与劳动经验总结出来

的简单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实际天气变化，指导生活与生产，现如

今已经成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我

国地域辽阔，再加上长期以来气候变化

波动以及人类活动加剧全球气候变暖

造成的影响，“误差”也早就超过三伏的

计算规则了。

新华社沈阳 6
月25日电（记者 丁

非白）为更好满足

运力需要，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

公司将对客货列车

运行图进行调整，

新的旅客列车运行

图将于 2023 年 7 月

1日零时起实施；新

的货物列车运行图

将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18时起实施。此

次调图是沈阳局集

团公司16年来调整

幅度最广、释放运

力最大的一次，全

面优化客货运列车

运行。

据 介 绍 ，沈 阳

局集团公司辖区内

进京直通高铁将由

82 对增加至 89 对。

在每日 7 时至 20 时

的热门时段，从沈

阳到北京的动车组

列车平均每15分钟

发一列，实现“公交

化”开行，平均旅行

时间 3 小时 21 分，

最短旅行时间 2 小

时45分。为满足辖

区内热门城市之间

旅客出行需求，沈

阳局集团公司还新

增 了 大 连 北（大

连）—沈阳G8063/4

次 、丹 东 — 沈 阳

D7628/7 次 等 6 对

动车组列车，使城

市之间联系更加紧

密。

此 次 调 图 后 ，

从沈阳、大连、吉林

等地乘坐普速列车

“进沪”“进京”“进

穗”将更优更快。其中，“进沪”列车吉

林—上海K518/7次提高等级为直达特

快列车、车次改为Z518/7次，实现24小

时内到达；“进京”列车沈阳北—北京

K2550/49次延长至北京丰台，旅时压缩

2小时40分；“进穗”列车沈阳北至广州

东Z12/3次、Z14/1次上行压缩旅时1小

时58分、下行压缩旅时53分，广州至大

连T370/67次压缩旅时1小时58分。

同时，沈阳局集团公司还对部分普

速旅客列车在途中站停时间进行了调

整，在较大客运站站停时间按需求分别

增加2至5分钟，中间站加大3分钟以上

站停比例，旅客乘降时间更加宽裕。

此外，沈阳局集团公司辖区内货运

能力将进一步提升。新增沈阳东、蒲

河、金港至同江北（境）X8195次列车，以

及兴隆山、远达至同江北（境）X8197次

列车，有效增加了辖区内中欧班列货运

能力。

6月25日是全国土地日。此时黑土

地核心区的吉林，高标准农田里玉米苗

长势喜人，满眼翠绿。近年来，吉林省

在一个个黑土地保护示范基地里，带动

更多农民推广应用多项保护措施，在保

护中利用黑土地，持续护好、用好“耕地

中的大熊猫”，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高标准建设 打造黑土良田
最近，东北迎来高温天气，吉林西

部部分地区出现旱情。

在吉林省乾安县赞字乡鞠字村，玉

米地里却看不到人灌溉农田。地头上，

只见一根根滴灌管浅埋在垄间，滴灌管

上不时有水滴淌进土里。“采用水肥一

体化技术，保障玉米稳产增产。”种粮大

户吕彦明说。

今年春耕前，鞠字村打井、上电、平

整地块、增施粪肥，全村1000多公顷耕

地被打造成高标准农田。吕彦明说，今

年村里打了40多眼井，还增加喷灌机、

防虫、监控等监测设备，有了高标准农

田，准保有个好收成。

吉林省地处东北黑土地核心区，黑

土区耕地面积9811万亩，占全省耕地面

积的 87.8%。近年来，吉林把良田建设

作为保护黑土地和粮食产能提升的重

要措施。

今年，吉林省实施高标准农田和东

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378万亩，重点

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

并在全省范围内再创建10个高标准农

田示范区，开展集中连片、高效节水灌

溉示范。

用养结合 可持续利用黑土地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高家村，地

里玉米苗已有30多公分高，松软的土壤

里夹杂着粉碎的秸秆。该村种粮大户

杨青魁已连续多年采取保护性耕作技

术，保护效果越来越明显。“土壤里蚯蚓

多了，化肥用量减少了，地力提高，玉米

稳产增产。”他说。

梨树县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已有

10余年，目前全县80%耕地采取保护性

耕作。当地四棵树乡种粮大户王亮，今

年将 7000 余立方米的粪肥施用到 300

余公顷土地。“秸秆加上粪肥，土地越种

越有劲。”王亮说。今年，梨树县在应用

保护性耕作基础上，推进粪肥堆沤还

田，构建种养循环体系，打造黑土地可

持续利用新模式。

近两年，吉林省通过构建东部固土

保肥、中部提质增肥、西部改良培肥等

路径推进黑土地保护。如今，吉林省在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深松深翻、米豆

轮作技术等黑土地保护10大模式，实现

黑土地在利用中保护。

全国产粮大县公主岭实施黑土地

保护利用项目多年。“项目区内玉米产

量稳定，耕地地力平均提升 0.67 个等

级，土壤有机质平均提升3.6%。”公主岭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孟繁强说。

建立示范区 提升保护效能
记者近日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看到，建设现场一派忙碌

景象，黑土地可持续发展示范基地等项

目正拔地而起。

在示范区内的中科院“黑土粮仓科

技会战”试验示范基地里，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农业专

家们集中试验、展示了秸秆深翻还田水

肥一体化、秸秆还田与增施有机肥等多

项黑土地保护新技术。

近年来，吉林省与中科院、中国农

业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共同建立黑土

地保护科研基地。从探索高产增效的

“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到秸秆高值

化利用，再到构建盐碱地高效治理模

式，吉林省累计启动100多项黑土地保

护课题，在全省建立多个万亩级和千亩

级示范基地。

“累计选取100个乡镇、1008个村、

1.01万名新型经营主体开展黑土地保护

技术示范，培育109个社会化服务组织

开展技术服务，提升黑土地保护示范效

能。”吉林省农业农村厅黑土地保护管

理处负责人刘彦佐说。

（新华社长春6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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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护好、用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国道317线西藏段大美如画

全国多地迎高温天气，
是 入 伏 了 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