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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伟不慎将山东祥农专用车辆
有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 票 丢 失 ， 发 票 代 码 ：

137082225306 ，发票号码：00212125，
价税合计：捌万圆整（80000元），现声
明作废。

声 明

最是一年春好处，多地“赏花节”
持续上新，春菜春茶抢“鲜”上市，各类
户外运动持续升温。上春山，赏春花，
品春鲜，春风一到便繁华，“春日经济”
热力十足。

赏春：繁花绽放文旅热
蜀花迎春、出水芙蓉……正在举

行成都第六十届花会上，以各类花卉
为主题的8个特色花展，呈现花卉之美
与园艺之精。插花艺术沙龙、非遗手
工体验、美食集市等 28场文化惠民活
动吸引众多游客。“走出家门，就为体
验这满满的春天氛围。”四川成都市民
李莉说。

3月中旬起，上海陆续举办丰富多
彩的花节。宝山顾村公园，樱花节开幕
后首个周末就接待入园游客近10万人
次；崇明区的东平国家森林公园内，郁
金香、樱花等近300万株花卉竞相绽放，
投壶、捶丸等古风游戏，尽显盎然春日。

走进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许坊乡
巴和生态园，十里桃花竞相开放，众多
游客花海逐春。陈兆媛专门从南昌赶
来赏花：“几个闺蜜邀约一起来，桃花
盛开，活动丰富，不虚此行。”

携程发布的《2024 年清明节旅游
预测洞察》报告显示，预计清明小长假
期间，国内酒店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67%；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 80%；清
明节假期赏花游的景区门票预订量同
比上涨超6倍；国内自驾租车预订同比

增长 240%。途家民宿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 3月 25日，清明假期热门城市民
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4倍。

“ 赏 花 + 美 食 ”“ 赏 花 + 非 遗 体
验”……花为“媒”拓开消费新场景，也
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过去靠种桃、卖桃挣钱，现在‘靠
花卖景’也能挣钱。”45岁的刘师傅是
江西崇仁县人，养了上千只麻鸡。“我
之前在外地工作，一个月能赚 5000元
左右，现在家乡养麻鸡挣得更多。桃
花节期间，一天就卖了近100只麻鸡。”
刘师傅说。

“我们办桃花节的目的是以花为
‘媒’、以节会友、以游促产、以产兴业。”
崇仁县许坊乡党委书记刘丽敏说。

尝春：春菜春茶带热餐桌
在成都金堂县赵家镇羊肚菌种植

基地里，一朵朵羊肚菌如雨后春笋般
破土而出。村民们穿梭在大棚中，动
作娴熟地采摘羊肚菌。

随着多地春菜春茶抢“鲜”上市，
餐桌上充满“春天的味道”，消费市场

“春鲜”涌动。
“今年羊肚菌收成很好，估计采收

会持续到 3月底。”赵家镇村民易大友
难掩丰收的喜悦。他今年种植了 9亩
羊肚菌，每亩地预计采收1000斤左右，
一斤鲜货卖 40元至 60元，外地商家上
门收货，销路不愁。

金堂县赵家镇平水桥社区党总支

书记段开迅介绍，目前，整个金堂县羊
肚菌种植户有近 200 户，预计今年鲜
货产量约 5000吨，为村民拓宽了增收
致富路。

江南三月，春茶日新。
江西南昌市湾里管理局太平镇大

客天下茶园生机勃勃，茶农们迎来一
年中最忙的时节，抢抓农时采摘头芽。

“早上送孩子到学校后，我就过来
干活了，一天有100多元的收入。”采摘
工人杨枝珍说。

在离茶山不远的茶叶加工车间
里，茶香四溢。“目前采摘的是茶叶的
初芽，这是品质最好的茶叶原料。炒
出一斤成品茶，大概要摘 6万至 8万个
头芽。”江西碧德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钟晓峰说。

市场里，香椿、荠菜、春笋等时令
春菜持续走俏。多个平台搜索数据显
示，自立春以来，春菜品类搜索量持续
上升。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的春菜
尝鲜频道自3月初推出以来，已经上架
香椿头、荠菜头、豌豆等近 50个品类，
预计4月前的春菜销量将达6000吨。

踏春：户外活动热力迸发
穿上汉服去踏青，已经成为这个

春天的时尚玩法。春天里，处处可见
汉服裙角飞扬。

在我国汉服最大产区山东曹县，
2024年以来汉服网上销售额已达 12.6
亿元。多个电商平台的大数据显示，汉

服的搜索量从今年1月份开始暴涨，马
面裙成为汉服品类下热度最高的单品。

户外瑜伽、绿道骑行……春暖时
节动起来，越来越多人到大自然中体
验户外运动的乐趣。记者走访四川成
都、江西南昌等地部分体育及户外用
品专卖店了解到，冲锋衣、登山鞋、自
行车等户外运动装备进入销售旺季。

天猫日前发布的《2024 春夏淘宝
天猫运动户外行业趋势白皮书》显示，
骑行、水上运动、徒步是消费者春夏季
户外运动的首选。今年以来，单车配
件在天猫成交金额同比增长70%，成交
笔数同比增长超50%。

3月上旬起，随着气温逐渐回升，
国内多个马拉松赛事陆续登场。无锡
马拉松、武汉马拉松、重庆马拉松、上
海马拉松、成都马拉松等赛事火热开
跑，也点燃了城市体育经济。

这些赛事线路不仅串联起所在区
域的地标性建筑、景点等，还通过与沿
途商圈联动、大型商业综合体推出专
场优惠等，跑出了一条条热力四射的
消费新赛道。

四川大学户外运动研究所所长邓
维认为，一些以前相对小众的户外运
动正在逐渐流行，不仅激发了更多人
的运动热情，也有利于引燃户外经济。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不负春光与时行“春日经济”热力十足
新华社记者 董小红 熊家林 张梦洁

兰张高铁兰武段
正式启动联调联试

新华社兰州电（记者 李杰） 28
日 7时 50 分，随着检测列车从兰州
新区站缓缓驶出，新建兰州至张掖
高速铁路兰州至武威段联调联试工
作正式启动，为年内开通运营奠定
重要基础。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联调联试分为动车
组逐级提速测试、信号系统测试、全
线拉通试验等阶段，将对轨道、路基、
桥隧进行综合评估及动力试验，完成
线路、供电、通信、信号、客服等系统
数据采集验证，为最终顺利开通运营
打下坚实基础。

兰张高铁分为兰州至武威段、武
威至张掖段两段建设，全长约 518公
里，设计时速 250公里，与兰新高铁、
宝兰高铁、银兰高铁相接，是我国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中重要的高速铁路
区域连接线。全线贯通后，将成为兰
州至新疆方向继兰新高铁之后的第
二条高铁通道。

哈尔滨近600栋历史文化
建筑实现“数字孪生”

新华社哈尔滨电 （记者 管建
涛 董宝森） 记者从哈尔滨市加强历
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专项课题研究
工作组获悉，近三年哈尔滨市已完成
近600栋重要历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化
信息采集、测绘建档工作，实现了历
史文化建筑的“数字孪生”，为下一步
精准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提供重要
科学依据。

为了积极推进历史文化建筑保
护与城乡建设融合发展，2021 年 7
月，哈尔滨市确定运用课题研究方
式推动历史文化建筑保护，计划用
三年时间完成 621 栋重要历史文化
建筑的“数字孪生”工作，包括历史
文化建筑的数字化信息采集、测绘
建档等。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林苗苗） 春
季，不少花粉过敏症患者迎来最难熬的
时期。专家提示，一些患者尝试食用蜂
蜜或花粉来预防过敏，这种“以毒攻毒”
的民间偏方尚缺乏明确的科学共识，建
议患者仍以避免接触过敏原为主要预
防手段。

“蜂蜜中含有微量的蜂毒和花粉颗
粒，有的花粉过敏患者希望通过少量、
循序渐进地服用蜂蜜，‘以毒攻毒’来让
身体接纳花粉，减少过敏的发生。”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医师王旻表示，尽管蜂蜜具有一定的抗
过敏作用，但这种方法并没有明确的科
学共识。

花粉过敏症通常是由于人体对特
定植物的花粉产生过敏反应。据了解，
引发花粉过敏的植物以风媒花为主，春
季常见的有圆柏、榆树、杨树等，秋季则
以蒿草等最为常见，这些风媒花外观往
往不是典型的“花朵”，但其花粉量大且
随风散播。王旻建议，对于花粉过敏的

患者来说，了解并避免接触自己的过敏
原最为重要。

针对食物过敏，也有家长会采取让
孩子少量多次接触，来“以毒攻毒”实现

“脱敏”的做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艳良并
不推荐轻易尝试这种做法。她介绍，花
生、鸡蛋过敏通常在儿童时期就会发病
并伴随终生，可以造成重度湿疹、特应
性皮炎，自行脱敏可能造成危险。她建
议，切勿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
给孩子喂食导致过敏的食物。

多运动能改善过敏体质吗？马艳
良认为，过敏与遗传和环境等多种因素
有关，通常不能根治。多运动可以增强
身体免疫力，提高身体抵抗外界过敏原
的能力，有助于改善过敏体质，但避免
接触过敏原更加重要。建议患者必要
时可进行过敏原检测，积极配合医生进
行治疗，日常注意做好防护工作，如外
出佩戴口罩、护目镜等，来降低过敏发
作的概率。

专家提示：

别轻易用“以毒攻毒”的防过敏偏方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陈席元） 记
者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物理学院杜灵
杰教授率领的国际科研团队，在量子
物理领域取得重大进展，首次观察到
引力子在凝聚态物质中的“投影”。相
关论文 28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
杜灵杰介绍，引力子和引力波对

应，后者已经被实验所证实，而引力子
尚未被直接观察到。“引力子是广义相
对论与量子力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如
果能证实这种神秘粒子存在，可能有助
于实现两大理论的统一，这对当代物理
学而言意义重大。”

他告诉记者，近年来，有理论预言，
凝聚态物质中可能存在一种“分数量子
霍尔效应引力子”，由于它的行为规律
与引力子类似，被形象地称作引力子的

“投影”。
5年前，杜灵杰团队在分数量子霍

尔效应中发现一种新的集体激发现
象。理论物理学界认为，这可能是分数
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存在的证据，并提
出了实验方案。

“但当时国内外没有符合实验要求
的测量设备。因为这个实验对设备的

要求极高，而且看上去自相矛盾。”论文
共同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博士生梁杰辉
告诉记者，一方面，实验需要极低温和
强磁场——温度仅比绝对零度高约0.05
摄氏度，磁场强度要达到地球平均磁场
的10万倍以上，虽然这两个条件可以通
过特殊的制冷机实现，但另一方面，为了
开展光学测量，制冷机上必须安装透光
窗户，这又很容易导致实验温度上升，机
器振动也会影响光学测量的精度。

团队花费 3年多的时间，在南京大
学校园内自主设计、集成组装了一套实
验装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座两层
楼高的‘显微镜’。”杜灵杰说，经测试，
该装置的多项测量参数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依靠这一利器，团队成功在砷化镓
半导体量子阱中观察到分数量子霍尔
效应引力子，并分别从自旋、动量、能量
三个角度确认了相关实验证据。

“这是引力子概念自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被提出以来，首次在实验中观察到
它的‘投影’。”杜灵杰表示，团队将继续
深入研究引力子物理世界，“期待这座

‘显微镜’给我们带来更多量子前沿领
域的新发现。”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
首次观察到引力子的“投影”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 邱冰清 王
珏玢）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获悉，中国、德国、英国、缅
甸等多国古生物学者在距今约1亿年的
缅甸克钦琥珀中发现了一块绦虫化
石。这是全球首个确定的绦虫身体化
石，为研究绦虫的早期演化提供了直接
证据。这项新发现还显示，琥珀不仅可
以保存节肢动物的内部结构，也可以保
存绦虫这类软躯体动物的内部结构。

绦虫是一种肠道寄生虫，广泛分布
于几乎所有的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
统中。研究人员运用光学显微镜、显微
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技术等，发现该化
石前部保存了绦虫精美的内部结构，与
锥吻目绦虫完全符合；外部形态特征也
与锥吻目绦虫一致。

锥吻目绦虫是海洋中物种数最多
的绦虫类群之一，身长约1厘米，身体表
面有大量钩子一样的结构，头节上有几
个可以动的足状吸槽。其成虫主要寄

生在鲨鱼和鳐鱼的胃肠道中。由于没
有嘴巴和消化道，它们通过皮肤吸收养
分，跟宿主“抢饭吃”。

主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
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博介绍，由
于绦虫的寄生习性以及软躯体容易降
解，此前没有发现过化石证据。本次发
现为研究绦虫的早期演化提供了直接
证据。

“除了绦虫，这枚琥珀还包裹了大
量砂砾、植物产生的毛状体以及一只蚧
壳虫，表明这枚缅甸克钦琥珀形成的环
境靠近海边。”参与此项研究的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博士生罗
慈航说，由此对海洋内寄生绦虫何以出
现在琥珀中提出了一种假设：这条绦虫
可能寄生在鳐鱼的肠道内，鳐鱼搁浅后
被一只恐龙捕食，在取食内脏时，绦虫
掉了出来并被附近的树脂包裹。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
刊《地质学》上。

科学家发现约1亿年前的海洋内寄生虫

3月28日，在山西省岚县岚城镇，人们欣赏面塑作品。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岚县岚城镇，每年农历二月
十九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面塑文化艺术节，来自十里八乡的人们将精心制作的面塑摆上街头，形成一条“面塑
长河”。这些面塑作品精美绝伦、造型各异，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2014年，岚县面塑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3月28日，招聘人员与应聘学生在现场进行交流。当日，“2024上海高校毕业生
就业实习招聘会”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体育场举办。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立彬）今
年前两个月，全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批准面积同比增长 35.16%，自然资
源部批准建设项目先行用地面积同比
增长 70.99%，全国有效投资用地供应
有力、增势强劲。

自然资源部 27日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 1至 2月，全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
征收批准面积37591.6962公顷、同比增
长 35.16% ；其 中 国 务 院 批 准 面 积
11127.7231 公 顷、同 比 增 长 43.37%。
1-2月，自然资源部批准建设项目先行
用 地 面 积 868.95 公 顷 、同 比 增 长
70.99%。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

副司长李亮说，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
持续强化供给，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
需求。确定 2024年全国用地计划总量
600万亩，继续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
要素跟着项目走”，统筹安排全年土地
利用计划，着力提高土地要素配置精准
性和利用效率，切实保障有效投资用地
需求。

在配置方式上，对重大项目用地，
依据清单“应保尽保”；对未纳入重点保
障项目用地，继续实施“增存挂钩”；对
经济发展优势地区，倾斜安排基础指
标；对保障粮食和生态等其他优势地
区，奖励计划指标；继续支持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发展，戴帽下

达每个脱贫县计划指标 600亩，并继续
单列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

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70个大中
城市住宅用地完成交易量 2023公顷，
同比增长 1.4%，其中一、二、三线城市
住宅用地同比分别增长 39.5%、增长
42.0%、减少 36.4%。各地按照应保尽
保原则，积极做好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
工作，前两月全国新增划拨供应的保障
性住房用地479公顷。

总体看，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持
续优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方式，充分发
挥计划的引导调控作用，增量配置更精
准、更有效，切实增强了土地要素对高
质量发展的保障能力。

今年全国投资用地供应有力

3月28日，工作人员在放流中华鲟。
当日是中华鲟保护日，湖北省宜昌市长
江珍稀鱼类放流点开展中华鲟保护宣
传和增殖放流活动，20余万尾子二代中
华鲟放归长江。

新华社发 郑家裕 摄

又是一年春好处，棉花春播正当
时。3月末，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棉花
春播作业，在南疆部分县市正式启动。

施肥、犁地、耙地、打药、播种……
27日，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高标
准农田核心示范区，一台台现代化机械
轰鸣往来，平整广阔的高标准农田里，
棉花春播作业如火如荼。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台棉花播种机
缓缓前行，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引
导下，完成铺设地膜、滴灌带、精量播种
等工作，农户们紧跟其后，查看开沟、下
种、铺膜等情况。

阿瓦提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王同仁介绍，当地棉花春播从耕到种基
本实现全过程机械化作业。“搭载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的拖拉机，每天能播 150
亩左右，非常高效。”王同仁告诉记者，
当地将进一步推广干播湿出、精准水肥
一体化等先进技术，持续提高棉花生产
综合效益。

为提高地膜回收率，今年新疆进一
步加大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推广
力度。“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面积将达
到 2000万亩，棉田占 80%以上，亩均补
贴资金 30元，可用于地膜使用、回收和
再利用等各环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新疆棉花
及各类作物大规模机械化作业水平进一
步加强，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下降，农作物
生产水平和综合收益得到明显提升。

据了解，目前沙雅县、尉犁县、精河
县等新疆产棉大县部分地块均已开始
棉花春播作业。由于今年天气回暖较
晚，播种期相对延后，预计 4月中旬新
疆将迎来棉花播种高峰期。

近年来，新疆各级农业农村部门通
过政策引导、项目推动、技术支持等措施，
不断优化棉花生产布局，完善基础设施
建设，提高关键技术到位率，更深层次和
更广范围提升棉花供给质量和效益，加
快推进生产由追求“量”向追求“质”转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新
疆棉花产量 511.2万吨，总产占全国九
成以上，单产、总产、商品调出量连续多
年居全国第一。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我国棉花主产区春播大幕开启
新华社记者 苟立锋 丁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