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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8%，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66.6%……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一
季度消费数据，彰显国内消费市场加快
复苏回暖态势。

多地重现“吃饭要等位、打卡要排
队”的热闹场景、不少热门景区人头攒
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拓展消费新空间
……在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下，一季度
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消费火热的熟悉景
象正在回归。

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消费迅速回暖

傍晚6点，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潮
发”潮汕牛肉店门口排起“长龙”。“等位
的客人好几十桌，到了周末更忙，一天
取号将近1000桌。”服务员小跑着上菜，
直呼“最近客人好像接待不完”。

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促消
费政策持续发力，连日来，不少餐馆再
现“一桌难求”的火热场景。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全国餐饮收入同比
增长13.9%，3月单月增速达到26.3%。

居民出行更加活跃，旅游市场也迎
来“春暖”。

沿长江三峡游览，一艘艘游轮穿行
于两岸繁花间……这个春日，重庆三峡
库区再一次热闹起来。今年以来，全面
停航达4个月的“长江传说”游轮复航，

吸引八方游客观赏长江三峡风光，带动
沿线区县文旅消费恢复。

一季度，湖北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
长 29%；丽江接待游客 1838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达268亿元，已超过2019年同
期水平；哈尔滨市夜间消费整体订单量
同比增长25.4%……一个个跃动的数据
彰显文旅消费复苏活力。

“从一季度的情况看，消费增长明显
回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随着就业逐步恢复，居民收入增长，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增强。

在消费复苏带动下，企业经营显现
“暖”意——税收大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企业销售收入增速逐步回升，一季
度同比增长 4.7%。住宿餐饮、文体娱
乐、居民服务等接触类服务业销售收入
同比分别增长 22.8%、13.7%和 9.4%，已
超疫情前2019年水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
表示，消费加快复苏将有效带动企业经
营较快改善，推动供需两端双向回暖，
为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供坚实支撑。

升级类消费场景持续“上新”

AI 动作捕捉进行实时跑姿精确分
析的跑步机、数字健康睡眠系统“深睡
小屋”、先锋设计师带来的 IP 潮玩手办
……刚刚在海南落幕的第三届消博会

上，各类“黑科技”“健康范儿”“小而美”
的产品引领消费新潮流。

“在政策驱动、收入结构优化、营商
环境利好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大众
消费市场正迎来新一轮扩容。”毕马威
中国及亚太区主席陶匡淳说。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发布的《2022年
中国消费市场发展报告》显示，随着居
民消费持续升级，国内消费市场正呈现

“品质消费需求旺盛”“绿色消费蓬勃发
展”“健康消费显著升温”等新特点。

数据彰显消费升级活力。根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升级类商品销售大幅
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类、化妆品
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3.6%、5.9%；美团
数据显示，一季度仅北京地区展览类活动
订单量增速就达到143%，茶馆、采摘农家
乐等休闲消费类新增商户数量大幅提升。

向“新”发力，各地加快推动消费回
补升级——上海充分挖掘特色街区、文
化地标等资源，推出一批消费新载体；海
南集中举办高端论坛、文艺演出等系列
活动，积极推动“旅游+”融合发展丰富消
费场景；多个城市直播电商、即时零售、
潮流夜市等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

“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新
模式快速发展，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不断涌现，不仅成为消费恢
复性增长的新动力，长远看也将为消费
提质扩容开辟新空间。”王蕴说。

进一步巩固消费恢复基础

今年以来，消费整体呈现恢复向好
态势。但也要看到，居民消费意愿有待
进一步提升，汽车、家电、住房等消费占
比高、产业链长、带动力强的大宗消费
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下阶段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
入，积极增加优质供给，把扩大消费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起来，不断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
生福祉。”付凌晖说。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出政策措施，促进
消费潜力释放——商务部启动2023年“中
华美食荟”活动，全年将推出70余场餐饮
促消费活动；浙江出台扩大消费25条举
措，涵盖体育、数字信息、电子商务直播、
国潮国货等消费领域；吉林举办“全民消
费季”等活动，各市县将联动开展全领域、
多业态大型促销活动近千场……

专家表示，随着相关举措持续显效，
市场活力进一步恢复，居民消费意愿不
断提升，消费有望进一步得到提振。

百姓“钱袋子”鼓起来，消费才能
“跑”起来。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
示，将进一步优化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
全链条良性循环促进机制，强化就业优
先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做好基本消
费品保供稳价，使居民能消费敢消费。

“针对制约消费的体制机制问题，
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健全标
准质量管理体系，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
设，完善消费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在线
消费纠纷解决机制，让老百姓获得感
强、愿消费。”孟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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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李晓婷 丁乐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4 月 23 日从
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
部，于近日下达第一批农业生产防灾救
灾资金12.51亿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等相关省（区、
市），购置粮食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
控所需的农药、药械等物资，并对统防
统治作业服务等给予适当补助。

财政部安排12.51亿元
支持粮食等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控

新华社东京电 （记 者 钱铮）
日本研究人员最新报告说，他们通过
高分子材料设计新方法，改善了以植
物为原料的塑料的功能性，同时，使用
后的废塑料能降解成肥料再次得到利
用。相关论文已发表于英国《聚合物
化学》杂志上。

东京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说，
此前的研究发现，让从葡萄糖提取的
异山梨醇型聚碳酸酯(PIC)和氨发生反
应，其分解产物异山梨醇和尿素的混
合物可用作肥料。但是 PIC 本身比较
脆弱，若要作为高分子材料使用需要
改善其功能使其更加实用。

在本次研究中，东京大学和千叶
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高分子材
料设计新方法，让来自植物的一种甘露
醇与异山梨醇生成了共聚物，它展现出
更好的耐热性，并且降解速度比PIC更
快。研究人员将这种共聚物的降解产
物异山梨醇等和尿素混合，用于最常见
的模型植物拟南芥的栽培试验，证实这
些降解物能发挥肥料的功能。

公报说，本次合成的共聚物以来
自植物的糖为原料，可再生，今后有望
作为生物工程塑料应用。本次研究中
的高分子材料设计新方法有助于应对
废弃塑料和粮食问题。

新方法可使植物塑料降解成肥料

新华社北京电 人们通常认为手
术时的无菌环境是预防术后感染的关
键，医院在手术室卫生措施方面已做
得较好，而一项新研究显示，患者肠道
内的细菌也是导致手术后感染的重要
风险因素。

一个国际团队近期在美国学术期
刊《细胞报告》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分析
了近4000名在接受较大型手术后出现
感染的患者情况，结果发现几乎所有患
者感染的病原体都是人体肠道里常见
的细菌，如肠球菌、大肠杆菌、梭状芽胞
杆菌等。这些病原体似乎在术后突破

了肠道屏障，并通过血液扩散至全身。
研究人员对术后未出现感染的患

者展开调查，发现肝脏中一种被称为
固有淋巴细胞的免疫细胞在控制感染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肠道细菌
经血液进入肝脏，这些固有淋巴细胞
就会被激活并释放特殊的信使物质，
如白细胞介素 22，以诱导肝细胞产生
抗菌物质，抑制细菌向全身扩散。

研究人员认为，或许可通过增强
相关免疫机制来预防术后感染，固有
淋巴细胞有望成为未来治疗肠源性感
染的新靶点。

研究揭示肠道细菌导致手术后感染风险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申铖 施雨
岑）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在 4 月 21
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
示，国家助学贷款作为我国普通高校资
助政策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教育公
平的一项重要措施。1999年实施至今，
累计发放助学贷款4000多亿元，共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0多万名。

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缓解
就业压力，2022年，国家出台助学贷款
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策。日前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国
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政
策。“今年预计免除贷款利息 23.25 亿
元，可申请延期偿还的本金规模约 55
亿元，惠及约 400 万名高校毕业生，助
力贷款学生缓解经济负担和就业压
力，有效帮助贷款学生维护个人信用
记录，促进其顺利就业。”欧文汉说。

教育部财务司司长郭鹏表示，此
次延续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

延期偿还政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
面内容：一是免除利息，二是可申请延
期偿还本金，三是承办银行相应调整
征信信息。

“为更好推动政策落实，我们已与
承办银行进行了充分沟通，在总结借
鉴去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前做好
了相关工作准备。”郭鹏说，下一步，将
加大政策解读力度，优化业务办理流
程，开通业务咨询热线，加强政策跟踪
落实。

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
表示，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调
整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下一步，
将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覆
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的决策部署，
结合学生资助工作实际情况，不断完
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安心求学、成长为国家的栋
梁之才。

国家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4000多亿元
惠及学生2000多万名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侯雪静）
记者 4 月 21 日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
解到，今年一季度，农发行已累计投放
农地贷款超 1200 亿元。截至 3 月末，
农发行农地贷款余额突破 6000 亿元。
今年，农发行将安排不低于 2000 亿元
贷款规模，全力支持农田建设和耕地
质量提升。

农发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农发行
始终把服务“藏粮于地”战略和全力配

合国家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作
为自身的首要责任和重要使命。积极
探索“农地+”模式创新，因地制宜推出

“高标准农田+产业导入”“高标准农
田+种业基地”“高标准农田+综合整
治”等模式，以高标准农田等耕地保护
与提升为核心，带动规模种养、农产品
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乡村产业发
展，同步推进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和
乡村产业振兴。

农发行一季度累计投放农地贷款超1200亿元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樊曦） 记
者 4 月 22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针对“五一”小长假运输期
间火车票预售情况，铁路部门采取多
种措施，进一步加大运力投放，努力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全国铁路安排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将达到 10500 余列，增开旅客列车 1500
多列。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
“五一”小长假是春节后的第一个小长
假，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呈现假期首尾
长途客流多、中间短途客流多、出行时
段高度集中等特点。从铁路12306预售
情况来看，截至 4 月 22 日 14 时，铁路部
门已经售出“五一”小长假运输期间火

车票 4657 万张，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
安、广州至南宁、广州至长沙、北京至青
岛、深圳至长沙、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
安、上海至武汉、北京至太原等热门方
向车票紧俏。

为做好旅客群众出行服务，铁路部
门充分发挥现代化铁路网和发达高铁
网优势，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加大
运力投放。一是实行高峰列车运行
图。将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按高峰运行
图组织开行，日均开行旅客列车将达到
10500 余列，较日常增加 1500 余列。二
是增加长途运力投放。增开跨铁路局
长途旅客列车156列，其中，在4月28日
至 30 日、5 月 2 日至 4 日时段，增开北京
朝阳至沈阳北、北京丰台至太原南、北

京西至西安北、杭州东至郑州东、上海
虹桥至西安北、上海虹桥至长沙南、南
昌西至广州南等方向夜间高铁 102 列；
在旅游热点地区和客流密集的福州至
深圳北、吉林至青岛北、北京朝阳至长
春、北京西至南昌等方向增开动车组
列车和普速列车 54 列。三是优化动
卧列车开行。增开 5 月 2 日至 4 日上
海 虹 桥 至 佛 山 西 、上 海 虹 桥 至 广 州
南、上海虹桥至珠海、北京西至深圳
北、北京西至昆明南、北京西至湛江
等区间双向动卧列车 36 列。四是增
加短途运输能力。组织各铁路局集团
公司根据管内客流动态加开列车，精
准实施“一日一图”，最大限度满足短
途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将加大“五一”假期运力投放

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 王立彬 张
华迎） 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4 个世界地
球日，自然资源部在此间举办的地球日
主场活动上宣布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工作已经完成。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划定并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战略部署。
自然资源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全国
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 年）》编
制，完成了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并上图入库，
作为项目用地用海审批依据。

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315万平
方公里，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300 万平方公里，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30％以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5
万平方公里。

据介绍，与各地自然地理格局相匹
配，有的省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超
过50％，有的省份不到10％。红线包括
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面积约180万
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地外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防
护等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域，及水土流失、
沙漠化、石漠化、海岸侵蚀等生态极脆弱
区域约85万平方公里；其他具有潜在重
要生态价值的区域约50万平方公里。

全国生态保护红线
划 定 工 作 完 成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文静） 由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牵头
的农业农村部“水稻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项目实施以来，发掘出38份高产、优
质、抗病、抗逆、适宜机械化种植、抗稻
曲病的育种可利用优异种质，为加快水
稻新品种选育提供了高效的材料基础。

这是记者近日从中国农科院作科
所了解到的消息。

项目首席科学家郑晓明研究员介
绍，该项目实施以来，发掘出强耐盐种
质 W11、对多个南亚和东南亚稻瘟病小
种具有高抗性的野生稻 W341、高抗稻
瘟病品种N107等38份育种可利用优异
种质，为加快优异种质资源共享利用、
水稻新品种选育工作提供了资源支撑。

中国农科院水稻种质资源
精准鉴定取得新进展

4月23日，在河北省辛集市王口村
多彩苗木基地，工作人员对苗木进行
病虫害防治。近年来，河北省辛集市
依托资源优势，积极加快花卉苗木种
业创新，培育种植美人榆、密枝红叶李
等上百个多彩树种，促进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将
于4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
是“格物致知 叩问苍穹”，旨在秉承发
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
月精神和新时代北斗精神，积极构建外
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广大公众
特别是青少年，不断探索宇宙奥秘。

近十年来，中国航天发展步入快车
道，“嫦娥”揽月、“北斗”指路、“天问”探
火、“羲和”逐日、“天和”遨游星辰、“悟
空”“慧眼”探索宇宙奥秘，这些成绩的
取得，离不开一代代航天人筚路蓝缕、
艰苦奋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的生动展现。

2023 年，中国航天奋楫再扬帆，踏
上新征程。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转入
常态化运营，天舟六号货运飞船在文昌
航天发射场“整装待发”；全面推进探月
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开展嫦娥七
号、天问二号等型号研制工作；长征六
号丙运载火箭将首飞，力箭一号遥二运
载火箭将在上半年发射……

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共同的事
业。中国倡导世界各国一起，在外空领
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
类。目前，中国已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际组织签订了130多份航天领域
合作文件，主导实施中欧“双星计划”、
中法海洋卫星等国际航天工程，牵头发
起国际月球科研站、金砖国家遥感卫星
星座等多边合作项目。

航天科技助力我们圆梦苍穹，也为
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北
斗”让你身在何处都不迷路，“风云”为你
预告阴晴雨雪，通信卫星助你联通世界
每一个角落。这些服务民生的航天科技
不断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

现如今，不仅有“顶天”的国家队、
大项目，还有更多“立地”的航天类民营
企业多点开花，涌现出越来越多小而
新、小而精、小而美的新创意、新技术、
新产品，共同构筑起“万类霜天竞自由”
的良好创新生态。

脚踏实地，才能拥抱星空；格物致
知，方可叩问苍穹。充分发扬行而致
知、知而促行的求知与实干精神，不断
探索宇宙奥秘，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必
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让航天科技助力强国建设
新华社记者 徐海涛 宋晨

新 华 时 评新 华 时 评

4月23日，游客在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上甘村采摘樱桃。当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南街道举办“产业共富联
盟成立暨樱桃采摘节”活动。通过现场采摘和产品展销的形式，借助农产品线上推介及直播带货宣传，为当地的水果产
业与消费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帮助农民增收致富。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