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天津电（记者 周润健） 月
食是最受人们关注的天象之一。天文
科普专家介绍，11月8日天宇将上演一
次精彩的月全食。这次月全食有两大
特点：我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全
食的“红月亮”阶段；全食阶段月球会遮
掩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的天王星。

月食是太阳、地球、月球恰好或几
乎处于同一条直线上时，月球被地球
阴影遮蔽的一种现象。月食分为半影
月食、月偏食和月全食，其中，月全食
最为好看。从地球上看去，整个月亮
都呈现出古铜色，也就是大家所熟知
的“红月亮”。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修立鹏介绍，每年可能发生的月
全食最多只会有 3 次，最少则连 1 次都
没有。2022年全球共发生两次月食，都
是月全食。第一次发生在5月16日，我
国正值白天遗憾错过，而这一次我国的

观测条件绝佳。
天文预报显示，这次月全食始于北

京时间 11 月 8 日 16 时 00 分，此时月球
开始稍微阴暗（半影食始）；17时09分，
月面开始有缺（初亏）；18时16分，月球
完全进入地球本影（食既）；18时59分，
月球的中心与地球本影的中心最近（食
甚）；19时42分，月球开始重现光芒（生
光）；20时49分，月球走出地球本影（复
圆）；21时57分，月食现象结束（半影食
终）。全部过程历时5小时57分，其中本
影食（月球进入地球本影，被全部或部分
遮掩的现象）历时3小时40分。

“就我国而言，东北地区可见月食
全过程，其他地区则可见‘带食而出’。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大部分地
区看不到初亏，但可见初亏之后的月食
过程；而新疆极西部、西藏极西部看不
到全食阶段（即生光前的过程），只能见
偏食和最后的半影月食。”修立鹏说。

记者了解到，上一次我国可见全过
程的月全食是在 2018 年 7 月 28 日，而
下一次可见全过程的月全食则要等到
2025年9月8日。

这次月全食还“附赠”一个趣味天
象——月掩天王星，通俗一点讲就是月
球会“吞掉”天王星，过一段时间后再

“吐出”。
“平时虽然月球也偶尔会遮掩天王

星，但天王星亮度太低，最亮时也才只
有 5.6 等，会湮没在月球的光辉中不容
易分辨出来。但这次不一样，刚好赶上
全食阶段，月球完全进入地球本影，亮
度大幅减弱，天王星会更加明显，这样
的景象恐怕很少有人见过。我国大部
分地区都能看到这次月掩星，越往东、
北条件越好。需要注意的是，想要看到
天王星的话，观测时一定要使用小型天
文望远镜，仅凭肉眼是几乎无法看到
的。”修立鹏说。

8日天宇“上线”月全食，我国公众可赏“红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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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双 11”购物节正在火
热进行中。作为观察中国消费的一扇
重要窗口，今年“双 11”，购物车里呈现
哪些消费新风？

国货国潮“出海”，全球
好物“上新”

“今年天猫‘双 11’，我们备货量比
去年多了 3 倍，仓库扩容到 1 万平方
米，仍然感到吃紧，新推出的产品很受
消费者欢迎。”国货品牌蜂花相关负责
人说。

10 月 31 日晚，天猫“双 11”开启售
卖 1 小时，102 个成交额过亿元的品牌
中，国货品牌占比过半，部分国货品牌1
小时成交额超过去年全天。

随着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和本土品
牌创新力不断增强，国货国潮愈发走
俏市场。今年“双 11”，不少国货品牌
更是漂洋过海，“圈粉”一大批海外消
费者。

京东全球售数据显示，“双11”预售
期间，布鞋、绣花鞋等国潮好物颇受海
外消费者欢迎，订单额同比增长400%；
国潮走红还带动了传统文化产品消费
增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小说成
交额同比增长 380%，海外消费者尝试
通过书本深入了解中国。

“国货逆袭的背后，是国产品牌质
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未来，持续通
过产品和服务创新，不断满足和创造
新的消费需求，将是国货实现长远发
展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王蕴说。

今年“双 11”，国货“出海”的同时，
来自全球的进口商品也在加速“上
新”。新西兰、墨西哥、马来西亚等近
20 个国家的商品正陆续在京东上线国
家馆，“双 11”开门红 10 分钟，京东国
际国家馆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12 倍。

专家表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大背
景下，规模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
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也为全球
跨国公司提供发展新机遇。

“理性”“绿色”成为关键词
“今年买的东西不多，但都是自己

需要的。”家住湖南长沙的席女士告诉
记者，往年“双 11”总忍不住囤货，有些
快过期了还没用完，今年决定按需购
买，不再冲动下单。

《京东 11.11 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拒绝浪费、理性健康消费的理念正在兴
起，随着时间推移会带来“回报”的健康
消费、教育消费和运动健身消费等愈发

受到青睐。
随着各地促进绿色节能家电消费

等举措持续落地，绿色、低碳消费理念
成为今年“双11”的主旋律之一。

“双11”开门红期间，苏宁易购全国
门店一站式以旧换新订单量环比增长
122%，绿色节能家电销量环比增长
126%；京东联合品牌商家推出“青绿计
划”，节能家电、绿色食品等被打上“绿
色”标签；“双11”期间，银泰百货全国门
店启用可降解“绿色快递袋”，并推出旧
衣回收、化妆品空瓶回收等场景，传递
绿色消费理念……

此外，更多垂直细分领域消费正在
崛起，在各大电商平台，提升生活幸福
感的网红小家电、美妆香氛、原创饰品
等消费增长迅速。

专家表示，从最初全民狂欢式的
“剁手”，到如今品质消费、绿色消费、理
性消费渐成主流，“双11”不仅见证了中
国消费升级进程，也折射出国人消费理
念的巨大变化。

银发经济、运动健康等
新亮点涌现

能实现心率、呼吸、体动等体征实
时监测的 5G 智能护理床；根据银发群
体口味和营养需要量身定制的奶粉；专

为老年人研发的无线蓝牙助听器……
正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进博会上，针对
老年群体设计研发的健康好物，彰显银
发经济的广阔前景。

今年“双11”，淘宝天猫、拼多多、抖
音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中老年人体检
服务、营养保健品、家用医疗器械等产
品销售均迎来大幅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王一鸣表示，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
年产品和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随
着老年人消费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
型”转变，消费层次不断提升，医疗健
康、智慧家居、旅游度假、文化娱乐等产
业将提质扩容，有效拓展国内需求，孕
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苏宁易购平台数据显示，“双11”开
门红期间，智能跑步机销量同比增长
171%，动感单车销量同比增长 92%，投
影仪销量同比增长54%。

王蕴表示，在线健康服务、在线文
娱、户外运动等新消费迅速发展，不仅
契合了居民消费升级趋势，也为消费增
长提供了新动能和新空间。

“双11”购物车里的消费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白田田

好记者，拿出好本事，讲出好故
事。今年下半年，由中宣部、中央网信
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记协主办的第
九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面向全国
新闻战线深入开展。参赛者讲亲历故
事、说采访过程、谈内心感受。新闻战
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宣传阐释党的创新理
论，积极传播党的声音，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力、笔力，用心走好新时代群众
路线，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好记者讲好故事——2022 年中国
记者节特别节目》于 11 月 8 日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10名记
者代表讲述他们的采访经历、所思所
想，反映近年来全国新闻战线取得的丰
硕成果、展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新闻
队伍建设取得的新进展，为新中国第二
十三个记者节献礼。

记录时代风云

见证伟大变革

飞驰的高铁让“流动的中国”更加
生机勃勃，美丽乡村让人们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绿水青山正变
成金山银山……这些精彩的故事，离不
开广大记者践行“四力”，去书写、讲述、
见证。

河南日报社记者董娉 12 年都在进
行高铁新闻报道，见证了河南在全国率
先建成“米”字形高铁网，迈入“市市通
高铁”时代。“聊起坐火车的感受，家里
的四代人都有深刻的记忆：姥姥90多岁
了，拥挤的绿皮车是最深的回忆；70 多
岁的母亲总提红色的快速列车；我从
工作起就开始坐动车，朝发夕至是我
的感受；而我的女儿俨然是复兴号的

‘老乘客’了！”董娉说，“在这条路上，列
车不仅跑得远、跑得快，它还跑进了人
心。采访时每个人幸福的笑脸，是最好
的答案。”

2015 年，湖北广播电视台记者郝晋
辉第一次到湖北鄂州市峒山村采访，那
时，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村里千亩土
地荒芜，仅靠传统农业“望天收”。7 年
来，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村里推广“虾稻
共生”，有村民在一个小龙虾丰收季就
能收入 30 万元。“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
养虾的行列，回村创业的人也越来越
多。”郝晋辉说，“乡村振兴是幸福新起
点，在我的镜头里，峒山村的‘万亩湘莲
’建成了，‘农文旅研学’的融合发展模
式带来了上亿元的效益。我们新时代
的美丽乡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

“朝看黄海日出，暮赏渤海夕照，春
迎东游海豹，秋送南迁候鸟。”去年，山
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杨成龙在山东烟台
市拍摄纪录片《长山列岛》时，听海岛人
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乡。杨成龙说：“渔
民们经历了过度捕捞、高密度养殖等过
往岁月，海荒了、岛穷了，大家也迷茫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绿色发展理
念逐渐深入人心，有关部门开始推动建
设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杨成龙看到：“近海腾退，美丽的海
岸线回来了；减少捕捞渔船，大海里的
鱼虾回来了；污染企业退出海岛，蓝天
碧海回来了。在这里，‘山、水、林、海、
城’被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渔民在海
里投鱼礁、种海草、修复海底生态。他
们还建起现代化的海洋牧场，迈进了耕
海牧渔的新天地。”

书写榜样事迹

唱响奋进凯歌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书写榜样事迹，唱响奋
进凯歌，推动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
雄、争做先锋，广大新闻工作者时刻在
路上。

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王宁接到
了一个特殊的任务——采访 26 位高龄
专家。“深潜院士”汪品先在耄耋之年深
潜 3 次，他每天坚持骑单车去办公室，

“骑车锻炼身体，而且比走路省 10 分
钟”；天文学家叶叔华院士每天中午自
己到食堂打饭，吃不完的打包回家；“焊
接泰斗”潘际銮院士反对“唯论文论”，
呼吁学生们多去一线、多做实用的东
西；“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有近77年
的党龄，他原名王润森，当成为党的交
通员后改名为蓝天野，而这个名字，人
们叫了他74年……

王宁采访后说：“我要努力把他们
这种生活里简朴、事业中坚守、信仰上
忠诚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10 年来，中国石油报社记者徐远

震奔走在祖国西部的荒漠、高原，记
录建设新时代的普通人。气罐车司
机郑有录的日常工作是把天然气从
格尔木送到拉萨，他 10 年跑了 521 个
来回；德令哈输气站的普通工人加羊
多杰，远离家人坚守在高原油气管线
上，最终突发疾病倒在荒漠里……徐
远震在高原采访，看到了许多普通人
的坚守和奋斗故事，“正是他们让我
明 白 ，在 建 设 世 界 能 源 强 国 的 征 程
中，‘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的深刻含义。”

去年，一名亮出党员徽章的新疆大
叔感动了无数网友——几名游客到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游玩，车在行驶途中陷入泥潭，恰
巧途经这里的阿布都加帕尔·猛德和他
的同伴徒手将车辆推出泥淖，感动的游

客拿出钱表示感谢，大叔连忙摆手拒绝
并亮出了胸前的党员徽章。新疆克州
广播电视台记者伊帕尔·阿卜力米提
说：“在大叔看来，他只是做了一件微不
足道的小事。我理解他，因为我们每一
个新疆人都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就
是我们守护祖国边境的人刻在骨子里
的信仰。”

“和平时期，并不是每一名中国军
人都在战火与硝烟中冲锋。更多的中
国军人是在没有硝烟的战位上默默坚
守、牺牲与奉献。”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记者王琢舒曾在零下43摄氏度、风力11
级的极寒恶劣条件下跟随官兵巡逻执
勤，她还听说了许多边防官兵的感人故
事，感慨“‘以我之牺牲，换祖国山河无
恙’已经刻入每个戍边军人的心底。”

王琢舒说，“作为一名军事报道记
者，我会一直坚守战位，用笔触和镜头，
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
的‘好样子’”。

讲好中国故事

更好打动人心

今年立春，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上，一支来自大山里的儿童合唱团用希
腊语演唱了一首奥林匹克会歌《奥林匹
克颂》，淳朴的歌声打动了世界。

“这是河北阜平县马兰花儿童声合
唱团，”长城新媒体集团记者杨亚红讲
述了合唱团的台前幕后故事，“都说咱
中国小康了，可美好的生活到底什么样
啊？这帮孩子站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舞台上，就是对全世界的回答！”

当前，仍有一些外国媒体戴着有色
眼镜来报道中国。面对外媒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歪曲报道，新华通讯社记者眭
黎曦说：“我们要用铁一般的事实，用外
媒听得清、听得懂的语言，与他们针锋
相对。后来，看着95岁的重症康复者在
我的镜头前侃侃而谈，那些外媒沉默
了，外国观众则被触动了——原来中国
真的做到了不放弃每一个生命。”

眭黎曦说：“传播中国声音，也要用
外国人能听到心坎儿里的方式去讲述
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
际，我们推出纪录片《我的朋友是党
员》，用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共产党
员的故事。有海外网友留言表示‘很愿
意与这样的中国共产党员交朋友’。”

全媒体时代，如何让报道更打动
人心？

“新千里江山图”呈现 10 年锦绣华
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网宣片》讲述
中国铿锵足音……人民日报社新媒体
全方位报道党的二十大盛况，收到良好
效果。人民日报社记者左潇讲述了参
与新媒体报道的经历和体会：“近年来，
新媒体产品军装照H5刷屏、新媒体创意
报道——快闪店‘时光博物馆’打动人
心，系列产品让用户感受到国家发展与
个人命运的紧密相连，触摸到了新媒体
报道的‘温度’。”

今年，左潇和同事们发起“带着我
的梦想上天宫”征集活动。“香港培侨中
学的陈蔓琳同学收到了航天员陈冬发
自中国空间站的信件。好奇与憧憬，立
志与拼搏，在这次通信中交汇，一颗努
力奋斗、爱国爱港的种子生根发芽。”左
潇感慨，“新媒体搭建的桥梁，‘跨度’很
大，连接你我的现在与未来；又‘精度’
极高，画出网上网下同心圆，让有意思
的事情更有意义。”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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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中国将积极推进政府
采购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申铖 邹多
为）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11月7日表示，
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公平竞争的政府采
购制度，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放
眼未来，开放合作是共享国际公共采购市
场的必然要求，中国将积极有为地推进政
府采购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

许宏才是在当日由财政部与上海
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2022 年中国国
际公共采购论坛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许宏才表示，中国政府持续优化政
府采购营商环境，提升政府采购透明
度，全面清理政府采购领域妨碍公平竞
争的规定和做法，依法保障供应商合法
权益，政府采购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由
2002 年的 1009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2021
年的 36399 亿元人民币，占财政支出的
比重也相应由4.6%提高到10.1%。他强
调，中国的政府采购坚持公开透明和公
平竞争原则，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
政府采购竞争。

2022 年中国国际公共采购论坛是
第五届进博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多位海内外相关机构负责人、政府部门
官员、业内代表等以视频方式参会。

今年底我国将累计建成高效
节水灌溉面积超过4亿亩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文静） 到
今年年底，全国将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
田，累计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超过 4
亿亩。

这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首届全国
智慧灌溉论坛暨国家灌溉农业绿色发
展联盟会议上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副司
长吴洪伟在论坛上表示，下一步应从加
强工程节水、农艺节水、品种节水等三
方面加快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加强工
程节水，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因
地制宜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推广喷
灌、微灌滴灌、管道输水灌溉等方式；加
强农艺节水，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蓄水
保墒、深耕深松等节水措施；加强品种节
水，因地制宜调整和优化种植结构和空
间布局，大力培育推广耐旱的品种。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
所所长周国民介绍，多年来我国灌溉科
技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进程。我国在占全国耕地面积约50%
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全国 75%的粮食
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灌溉科技发展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1 月 8 日，东林小
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进行火灾疏散逃生
演练。

2022 年 11 月 9 日
是全国第 31 个消防宣
传日，为扎实开展“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有效
预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
林镇应急管理服务中心
联合消防救援队来到东
林小学开展消防安全知
识课。消防队员结合典
型火灾事故，详细讲解
了火灾的危害性，传授
火场如何逃生等消防基
础常识，并实地演示了
灭火器及各类消防器材
操作使用方法。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11月8日，贵州省赤水市文华街道
村民在地里管护油菜。据农业农村部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冬小麦、冬油
菜播种面积已过九成，秋冬种进展总体
顺利。 新华社发 王长育 摄

全球十大化妆品品牌悉数亮相，时
尚高端消费品巨头齐聚一堂。在超过7
万平方米的第五届进博会消费品展区，
不断出新出彩的展品“争奇斗艳”。

“你是更喜欢花果香调、木质香调
还是皮革香调？”不同香味的微妙差异
总是让消费者难以取舍。欧莱雅展台
的“电波穿香室”可以通过头戴式装置
分析消费者闻到不同香味时的情绪反
应，从而进行个性化香水推荐。无独有
偶，隔壁展位的爱茉莉太平洋也在进博
会上首秀了其通过脑电波进行情绪分
析，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香气入浴剂的
服务。

“我们希望能不断延伸‘消费个性
化’概念的边界。”欧莱雅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以前讲个性定制，其实就是消费
者喜欢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但如果消
费者在主观意识上不清楚自己到底喜
欢什么，我们希望能通过技术手段挖掘
出他们潜意识里的个性偏好，帮消费者

找到‘真爱’。”
不约而同的选择不止于“脑电波”，

走在消费品展区各大展台，最常看到的
字眼当数“绿色”“低碳”“可持续”。从
生产消费过程中二氧化碳减排量达
50%的新品洗衣液，到 100%用再生面
料制成的摇粒绒保暖材料，再到能减
少碳排放、塑料使用量的化妆品液体
灌装技术……从产品到材质再到工
艺，越来越多的展商不满足于只展示
能直接变成商品的展品，更多将低碳
环保的生产链作为“新展品”在进博会
展示出来。

在进博会现场，联合利华揭幕了
“六星零碳工厂”，对工厂减排提出了新
目标。“我们不仅想向消费者展示我们的
产品，更希望通过进博会这个大舞台，展
示我们共创可持续美好未来的承诺。”联
合利华中国公共事务总裁曾锡文说。

从发掘更深层次的个性偏好，到探
究产品背后的绿色足迹，从进博会展品

的迭代，能看到消费理念变化的轨迹。
“左边这个是我们中国首秀的 6 人

金字塔A型户外露营帐篷，右边是我们
全球首发的生态设计山地自行车，头顶
挂着的是我们即将推向中国市场的海
洋风筝冲浪装备，脚边放着的是我们为
皮划艇、桨板运动爱好者设计的多功能
划船机……”在迪卡侬展台，工作人员
热情地介绍着诸多“首发”“首秀”的运
动新品，“去年‘冰雪热’，我们带来了
很多冰雪运动的装备。今年我们发现
中国消费者对户外新兴运动的热情在
增长，所以进博会上我们带来了很多
即将在中国市场投放的新式、小众运动
的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消费品展区还
专设了文物艺术品板块，包括苏富比、
佳士得等顶尖拍卖行在内的 12 家境外
文物艺术品经营机构参展。步入这些
展台，仿佛一下子进入了艺术展厅，观
众们在一件件艺术品前驻足欣赏。

“对艺术和美的追求也是一种消
费，中国艺术文化收藏领域未来可
期。”苏富比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钱进表
示，“在消费品展区看展对于现场观众
来说是一种新鲜的体验，我们也希望
通过展出的艺术作品促进文化交流，
展望全球艺术文化产业交流互通的无
限可能。”

展品迭代 消费进阶
——探访第五届进博会消费品展区

新华社记者 王默玲 侯雪静 杨溢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