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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辽宁省高品质文体旅融合发展
大会 24日在大连启幕。会上，一大批文
旅项目集中签约，上百名文旅主理人分
享“流量密码”……人们争相挖掘辽沈大
地的文旅商机。

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
何以变身文旅新“网红”？在越来越激烈
的文旅竞争大潮中，辽宁做对了什么？

“工业摇篮”玩转“诗和远方”
初夏时节，太阳刚刚升起，沈阳故宫

大清门前就人潮涌动，小旗林立。从冬
看红墙白雪，到春赏玉兰花开，拥有近
400年历史的这座世界文化遗产一直游
客不断，最近上新的精品文物展、海派绘
画展更是引来网友追捧。

去冬以来，辽宁冰雪游因“不太冷、
不太远、不太难、不太贵”更加热气腾
腾。辽宁人乘势而上，创新文旅场景、制
造流行时尚，吸引游客来“工业摇篮”玩
转“诗和远方”。

冬天里的“一把火”，一直“烧”到初夏。
今春以来，凭借直通大海的优美景

色和巨轮“穿行”楼宇之间的独特景观，
大连市港东五街火热“出圈”。“大船与高
楼同框”的美图广为传播。

港东五街意外爆火，增强了辽宁发
力“四季游”的信心。

山海相映的辽宁，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入春后，丹东河口的
桃花、锦州北镇的梨花，各地赏花游、踏
青游此起彼伏。进入初夏，演唱会游、赛
事游、研学游日渐升温。

数据显示，清明小长假，辽宁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110.81%，“五一”假期同比增
长61.4%。人气旺、热度高的辽宁文旅正
在打破“冬季限定”，走向“四季常青”。

与此同时，大城市的“文旅热”，开始
向小城传导。

最近，电视剧《乘风踏浪》热播，带动
拍摄地兴城文旅“风生水起”。这座辽西
小城全城“寻宝”，一连推出“辽东湾第一

大岛”“宁远古城”等 IP。
曾经只有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外

地游客熟知的辽宁，抢抓文旅风口，推动
不少小城从角落走向台前。今年以来，
凭借“万物皆可烤”的烧烤、千年古刹奉
国寺、海上奇观笔架山，锦州市成为社交
网站上的文旅“新星”。北京的上班族张
紫涵专程到锦州打卡，她说：“既有人间
烟火又有别样风情，锦州是旅行者的快
乐老家。”

各类文旅新玩法，持续升级迭代。
大连熊洞街，当身高 6 米、重达 25

吨，灰色的仿生机械巨熊时而张口咆哮，
时而缓缓前行，游客爆发出阵阵欢呼。
大连冰山慧谷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蓝费静说：“这一街区由拥有近百年历史
的大连冰山集团旧址改造而来，现已汇
聚上百家游乐、电玩、研学商户，老厂房
焕发了新生机。”

“去小河沿逛早市”“来老北市看龙
凤呈祥”“逛辽博看古装展演”……辽宁
各地文旅新玩法升级迭代，带动红色游、
美食游、露营游等层出不穷。

花式“整活”激发文旅引力
“以前游客来，多是‘点一脚就走’，

现在辽宁既会‘整景’又会‘整活’，可看、
可玩的东西太多了，网上随便一搜，就是
五天四夜的游玩攻略。”谈及辽宁文旅之
变，沈阳城市学院城市品牌研究院院长
李刚十分欣喜。

今年一季度，辽宁省接待游客 1.71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68.2% ；旅 游 收 入
1902.1亿元，同比增长 89.4%。从引得来
人到留得住客，辽宁多方发力：

——增“创意”，用多重方式“打开”
美好生活。辽宁挖掘独特场景，提供沉
浸体验，在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品打造中，
给游客惊喜。围绕“夜游”一个主题，沈
阳已开发出浑河夜航、西塔烟火、文创市
集、24小时书店、深夜食堂等多个项目。

——加“文意”，让文化传统“活”起

来。裙裾飘逸，舞姿翩跹，十几位“女神”
从古画中“走出来”婆娑起舞……“五一”
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和辽宁歌舞团围绕
馆藏国宝《宋人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创新
排演的舞蹈作品，一经亮相就惊艳四
座。“太漂亮了，文物‘活’起来了。”来自
广西的游客陈菲赞叹不绝。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辽宁深入挖掘
特色文化内涵并生动呈现，让游客沉浸
其中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共鸣。沈阳市
推出《老沈阳·寻凤记》、冰上芭蕾舞《一
千零一夜》几乎场场爆满。北票市在天
鹅栖息的“天鹅湖”旁举办天鹅节，芭蕾
舞者的倾情演绎让参观者大饱眼福。

——重“诚意”，以热情服务温暖游
客。近期，沈阳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组织
了 300人的志愿者队伍，在 15个热门景
区、早市、商场设置“迎且”驿站，及时提
供道路指引、看护照料、诉求受理等服
务，外地游客纷纷点赞。

地铁站名“沈阳站”被网友吐槽，沈
阳马上改回“沈阳站站”；港东五街“火”
了后，大连立刻设立游客中心和免费饮
用水站……谈及辽宁文旅“宠粉”，大连
市文旅局副局长王文勇坦言，对游客将
心比心，才能以心换心，“辽宁人骨子里
的实在、敞亮、讲究，将通过服务的优化，
聚拢更多人气。”

让高品质引领文旅“长红”
从大连东港商务区乘坐游艇，在海

风轻拂中欣赏城市灯光秀。近日，“海上
看大连”作为全新场景供给，为游客提供
高品质视觉体验。

借助本次大会，辽宁全方位发力，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旅游强省，让
旅游业在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中发挥更
大支撑力。

蓄力高品质。辽宁省文旅厅厅长刘
伟才说，不靠“一招鲜”，不吹“一阵风”，
辽宁着力行稳致远，将持续完善基础设
施、提升公共服务，完善现代旅游业体

系，吸引宾客从“到此一游”到流连忘返。
白色院落掩映于乡野，阳光从玻璃

天棚洒下，位于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的“朴
宿”民宿清新致雅。“我们只有 7间房，追
求‘小而精’。”经营者白冬云说，这两年
岛上的特色化高端民宿渐多，“要靠质量
打品牌”。

刘伟才说，辽宁将持续打造好营商
环境，做好高品质服务，让辽风、辽景、辽
韵、辽味深入游客内心。

发力大融合。沈阳浑南区，辽宁男
篮主场犹如绿色海洋，呐喊声震耳欲
聋。从球市“一票难求”，到宾馆“一房难
求”、饭店“一桌难求”，火爆赛事拉动了
周边消费。

辽宁不仅工业基础雄厚，还拥有文
旅资源3.3万余处、32位奥运冠军和良好
的群众体育基础，文旅融合优势突出。
沈阳市文旅局局长刘克斌说，融合并不
是简单叠加，而是通过资源共享、相互赋
能，进行业态融合、场景聚合。

跟着赛事去旅行、寻着文博去旅
行、体验民俗去旅行……在辽宁，一批
休闲度假、夜间消费、户外运动等“文
旅+体育”新玩法涌现。今年，大连举办
中体联世界杯等赛事，重现“足球城”风
采；沈阳打造演艺赛事之城，吸引全国
球迷、歌迷。

聚力一体化。在辽宁旅游，一张套
票能游览上百个景点，一张火车票也能
来往省内多地。本次大会上，辽宁整合
各地“100+”旅游景区，发布“畅游辽宁”
年卡和季卡，附带“100 +”文化场馆、

“100+”星级饭店等优惠政策。
从单打独斗到携手共进，辽宁以全

域旅游品牌为引领，将沈阳、大连吸引来
的流量向周边分流，推动文旅资源串珠
成链、一体发展。

辽宁省文旅部门预计，今年上半年，
辽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将同比增
长30%以上。

新华社沈阳电

老工业基地何以成文旅新“网红”？
——辽宁文体旅高品质融合发展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记者 金风 徐扬 王炳坤 郭翔 于也童 洪可润

家电以旧换新相关政策措施实施
以来，效果如何？记者近期在重庆、广
东、湖北等地调研了解到，地方政府、家
电企业、销售平台等推出形式多样的以
旧换新活动，让消费者换得了“新”、收
得走“旧”，以旧换新的政策效应初显。

实惠安心 换新有保障
重庆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内，顾客

游女士准备换掉家中用了快 10年的老
空调，“越环保、越节能的家电补贴越
高，这台一级能效的立柜空调要9000多
元，享受最高 20%的补贴，可优惠近
2000元。”

“买新机有优惠，换旧机还有补
贴。”走进武汉市江汉区工贸家电航空
路店，现场导购员告诉记者，“空调柜机
回收，最高可获500元的企业换新补贴，
购置价格达到1000元以上的新机，还可
享受政府消费券补贴。”

为推动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以旧换
新，武汉市本轮共投入财政资金3000万
元，发放绿色智能家电家居以旧换新补
贴券。

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加持下，多地
出方案、配资金、给政策，推进家电以旧
换新深入开展。

重庆印发《“爱尚重庆”消费品以旧
换新实施方案》，预计形成超 20亿元的
以旧换新政策补贴规模；广东省财政首
轮安排 3.7亿元资金支持开展消费品以
旧换新活动；湖北力争今年实现家电以
旧换新100万台……

相关企业也行动起来。换新，不仅
有价格上的实惠，更有服务上的保障。

提供免费上门空调清洗、热水器检
测、衣物洗护……不久前，一场“以旧换
新进社区”活动在重庆两江新区寸滩街
道各社区内举行。

“以服务带动以旧换新政策宣传，
一周时间就吸引了180多个客户到店参
与以旧换新活动。”京东五星电器集团
重庆分公司副总经理田昊宸说，自 4月
下旬启动以旧换新活动以来，超级体验
店销售额同比增长近50%。

一些商家还延长了服务链条。重
庆盈沣家电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一举说：“消费者只需下单，我们提供送
新、拆旧、装新、收旧一站式服务。”

绿色高效 收旧更顺畅
家住重庆渝北区的市民黄夏全打开手机小程序“城鱼回收”，一键下单预

约旧空调回收，不到2个小时，工作人员便上门进行了旧机拆解和回收，经过
评估，他家用了7年的空调最终以300元价格回收。

对消费者而言，除了可以到实体店以旧换新，还可以通过线上平台，足不
出户网络下单实现旧家电回收。

“新一轮政策特别强调回收流通网络建设。”“城鱼回收”运营企业益信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所在的重庆两江新区，对回收企业按其今
年1月至9月实际投入的20%给予奖补，帮助企业搭建流通网络。

回收后的旧家电将如何处置？
走进武汉格林循环电子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占地 658亩的工厂里，一

台台废旧冰箱、电视机正被陆续称重、分类、贴上二维码。
“冰箱门封条、线路板等元器件会被拆解，箱体内部的制冷剂同步回收，

废塑料和金属进入再利用循环。”武汉格林循环电子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回
收总监何超超介绍，为应对新一轮家电以旧换新可能带来的老旧家电报废
潮，当前工厂正通过完善分选体系，不断提升废塑料的处理效率。

在美的集团的回收服务网络里，每台被回收的旧机都会生成唯一条码，
从上门、物流运输、仓储，到拆解、报废等各环节，绿色回收全程可追溯。

“上门拆旧后旧机经过分拣，将被送至国家授权的绿色拆解企业，经过规
范的拆解处理，实现资源的再生再利用。”美的集团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回收负
责人殷胜说。

成效初显 仍需持续发力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4 月份家电和家具网络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3%、12.2%，较 3月份加快 2.3个、3.2个百分点。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已
初步显现。

主要电商平台的数据也是一个印证。4月份，家电以旧换新销售额同比
增长49.3%，绿色智能家电下乡销售额同比增长13.85%。

“此前活动的规模和促销力度都不及今年。”湖北苏宁易购门店经营部运
营总监樊祥钟说，以往企业自己做以旧换新活动，大量资金用在营销推广，现
在有政府补贴政策，降低了企业成本，也提升了优惠力度，消费者积极性更高。

业内人士认为，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者可以实现产品升级得实惠，家
电企业扩大销量促生产，回收端绿色环保推动资源再生利用，可谓一举多得。

“家电产业作为我国万亿级产业，体量巨大。”殷胜说，2023年我国主要品
类家电保有量超过30亿台，而家电产品的生命周期普遍为8年至10年，相当
一部分已经“超期服役”，更新需求进入集中释放期。

武汉家电商业协会会长舒志伟表示，整体看本轮家电以旧换新仍处于起
步阶段，消费端还需要一个政策适应过程，但前景十分值得期待。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鼓励各地出台并落实惠民政策，进一步健全废旧
家电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打通堵点卡点，让消费者获得实实在在的便利与
实惠，形成“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的有效机制，畅通家电更新消费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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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暴雨这个关键词越来越频
繁地出现在热搜上，也切实发生在我们
的生活中。

从 1961年到 2023年，我国平均每年
要发生 38次暴雨过程。从数据看，极端
降水发生频次和强度增加显著，短历时
降水破纪录事件趋频。

越下越大的暴雨，造成的影响及其
引发的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愈
加明显，不断向政府和公众提出新的应
对命题。气候变化背景下，暴雨趋势走
向如何？技术不断进步，为何暴雨预报
不能做到“百发百中”？

极端降水趋频
我国是一个多暴雨的国家。雨带在

辽阔的地域从南向北推进，造就了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的暴雨——华南前汛期暴
雨、江淮流域梅雨锋暴雨、华北低槽和低
涡暴雨……主要集中在 5至 8月汛期的
暴雨，强度大、极值高、持续时间长、范
围广。

今年华南前汛期暴雨接连不断，截
至 5 月中旬，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
西、海南）降水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
多。今年发生的前 12次区域暴雨过程，
11次都下在了南方，明显多于常年同期
的7.4次。

与此同时，暴雨这个刻板印象中的南
方“特产”，在北方似乎也越来越常见。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
说，近年来，东北、华北等地夏季降水处
于偏多的年代际背景下，尤其是华北地
区，2016年以来有7年降水偏多。

其中一些极端事件，更让人印象深
刻。2021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
郑州气象观测站以201.9毫米的小时降雨
量突破我国大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
去年夏天，受台风“杜苏芮”残余环流影响，
京津冀等地出现暴雨过程，多地受灾。

“全球变暖带来的大气含水量升高、
城市热岛效应加剧等，将增加城市极端
暴雨的频次和强度。”中国气象局武汉暴
雨研究所总工程师万蓉说，虽然变暖会
减少热带气旋数量，但会增加其强度和
随之带来的降雨。

可以说，极端强降水发生的风险增
大，已经从学术研究走向我们将长期面
对的现实。

难以精准模拟
难以捉摸的落区、出人意料的降水

量，常是暴雨致灾的重要原因。技术发
达的今天，暴雨仍无法被准确预报在几
点几分下、下在哪个区，让许多公众感到
难以理解。

影响暴雨发生发展的因素繁多且复
杂，风云变幻的过程和影响很难被精确
量化。从事暴雨研究多年的武汉暴雨研
究所暴雨数值预报研究室主任周志敏，

将暴雨数值预报模式过程比作解一个巨
大的方程组。

“卫星、雷达等各种探测数据进行同
化后，进入方程组得到一个初始解，然后
不断迭代。”周志敏说，由于目前对暴雨物
理过程的认知并不完整，因此方程组无法
准确描述这些自然现象及相互作用。

一方面方程组还不能完全准确反映
暴雨发生发展的实际过程，且在这个庞
大的方程组里，未知数的个数远大于方
程数量，无法算出定解。另一方面，带入
这个方程组的未知数，即影响暴雨各因
素的实际数值，也很难被准确观测。

“沿海和梅雨锋暴雨的雨滴形状其实
不同，沿海小雨滴多，梅雨锋雨滴直径要
大一些，但在模式里看不出这些差异。”周
志敏说，这些细节也是影响突发性、局地
性暴雨预报准确率的关键。

有着近20年预报业务经验的武汉中
心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认为，突发性、
局地性、极端性暴雨仍是预报瓶颈。“数
值预报模式还有优化空间，实时观测资
料不充足也限制了短临预报提前量的提
升。”钟敏说。

事实上，在暴雨机理和预报的研究
上，科学家们一直在回答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的问题。“暴雨发生时的真实状态
是什么？什么原因、哪些因素在起主导作
用？后面它会怎样发展？我们一直在围
绕这三个问题开展研究。”万蓉说。

向微观深入
在位于湖北咸宁的中国气象局长江

中游暴雨监测野外科学试验基地，风廓
线雷达、激光雨滴谱仪、云高仪等设备实
时捕捉不同高度大气状态风的物理参
量、雨滴形状、云底高度等。约 300公里
外的大洪山试验基地，更是分别在海拔
211米、515米、985米、1050米布设多种
气象观测设备，试图为暴雨的形成演变
描绘清晰画像。

目前我国从地面、雷达、卫星遥感和
探空等多个维度开展暴雨观测体系建
设。据统计，全国气象部门地面自动站共
计76245个，气象卫星9颗，新一代天气雷
达252部，X波段天气雷达294部，风廓线
雷达225部，探空站120个。

观测要素内容和范围精度的提升，
让一些此前的认知盲区被揭开。

“观测资料更精细后，我们发现在一
公里以下有一支低空急流，尺度在几十
到一两百公里之间，其出口处通常就是
强降雨中心。”武汉暴雨研究所研究员汪
小康说。

对暴雨预报这个世界级难题来说，更
精确的观测、更深入的机理研究一直是学
界和业界共同面临的难点和努力方向。

“暴雨的环境场怎么配置、动力场和
热力场是怎样的、水汽条件和地形特征
如何等，它们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不确定
性，所以我们需要深入到微观去研究分
析。”万蓉说。

专家表示，除提高预报预警准确率
外，应对暴雨还需提高水利、防汛设施水
平，推进韧性城市建设，全面提升防灾减
灾救灾能力。

新华社北京电

越来越猛烈的暴雨 为何难以被准确预报
新华社记者 黄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