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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祖国山川领略大美中国、伴着

端午文化尽享舌尖美味、宅在家中
享受快递之便……在刚刚过去的端
午假期，国内文旅、餐饮、零售等市
场需求增长、人气旺盛，夏日消费热
力涌动。

文旅火：诗与远方相得益彰
在河湖边感受龙舟竞渡、在文化

场馆尽享艺术之美、到城市近郊偕
好友露营散心、去远方来一场自驾
避暑游……这个端午，文旅消费“玩
法”多元。

这段时间，阿勒泰火了。得益于
相关影视剧热播，许多游客选择走进
新疆阿勒泰地区寻找大美风物。端
午假期，阿勒泰地区累计接待游客
87.23万人次，同比增长42.58%。

“新疆自然风光美得震撼人心，
人文底蕴悠久深厚，以后一定要再
来。”初到阿勒泰的陕西西安游客罗
女士由衷感叹。

旅途中，有影视 IP，更有传统文
化。这个端午，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
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全国文旅消费

“出圈破壁”，释放新动能——
广东东莞推出民俗游、水乡游、

研学游等，形成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
体验；湖北宜昌，各大景区围绕屈原
IP创新文艺展演，全景式、多维度呈
现端午习俗；北京、南京、西安等文
化名城纷纷推出汉服主题酒店、国
潮主题餐厅等，成为“新中式游”好
去处……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端午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
计 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6.3%；国内
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亿元，同比增
长8.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各地聚焦
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积极挖掘消费热点、拓宽消
费场景，将传统文化与假日经济相结合，推动居
民消费意愿继续回升。

餐饮旺：舌尖美味扮靓佳节
端午节前，位于浙江嘉兴的五芳斋产业园早

早迎来订单高峰。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炜介绍，为应对端午期间的消费需求，
端午节前粽子日均产量约150万个。

粽子，端午舌尖上不可或缺的滋味。中国数
据研究中心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粽子市场总量
增幅将达到 8%，首次突破百亿大关，达到 103亿
元市场规模。

受到消费者欢迎的，远不止粽子本身。
端午期间，北京全聚德王府井店热闹非凡，

门店不仅为消费者送上了香囊、粽子等礼品，还
组织了包粽子比赛等节日活动，吸引不少食客
参与。

与此同时，宁夏多家海底捞店推出“区域宝

藏新品”——“辣糊糊火锅”。锅底
添加了颇具宁夏地域特色的调料，
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品尝。

“我们希望通过产品创新和服
务创新，让顾客在海底捞体验独特
的地方风情。”银川海底捞火锅王
府井店经理何女士说。

文化、创新，是今年端午餐饮
消费的两个关键词。无论是口味
多元、彰显新意与健康的各式粽
子，还是加入了非遗、节庆元素
的餐饮新场景，抑或是多家餐馆
面对暴涨的订单而创新经营管
理模式……其背后都是商家找准
市场新需求、提供高质量供给的
努力。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
2024年端午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
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9.8%，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
比增长7.4%。

“迎合不断更新的消费趋势，
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陈
丽芬说。

交通畅：流动中国活
力尽显

交通，体现经济热度的重要
指标之一。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的路网，承载着无数消费者的“诗
与远方”。

上海网约车司机王国良见证
了节日繁忙。“往来机场高铁站和
迪士尼等热门景点的订单非常多，
平时每天出车 10 小时挣 300 元左
右，端午假期出车 6小时已经挣到
了280元。”

出行选择多样，样样需求增
长。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假期期
间，铁路、民航客运量较 2023年同
期分别增长5.1%和7.9%，公路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较2023年同期增长9.5%。
面对很多人的宅家、团聚等需求，快递也成

为节日消费的重要一环。
一盒生鲜，从进入一级快递分拨点到交到消

费者手中，时间不会超过 48小时。端午假期，菜
鸟速递“生鲜平价寄”成为服务亮点。“基于消费
者需求，凭借服务创新，我们端午期间订单有明
显增长。”菜鸟速递相关负责人表示。

端午期间，邮政快递企业延伸服务链条，优
化运输路径，满足人民群众节假日寄递服务需
求：在四川，成都双流机场设立“樱桃保障专区”
缩短发货时间；在江苏无锡，无人机送货实现上
午寄下午到……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全国邮
政快递业揽投包裹 26.54亿件，其中投递快递包
裹13.63亿件，同比增长15.4%。

业内专家表示，从消费热点到消费市场新的
增长点，今年的端午假日经济亮点突出，折射出
我国经济的旺盛活力。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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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
地区以全国十分之一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四
分之一的人口数量，创造了约五分之一的经济
总量。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区域发展格局
中，中部“脊梁”的地位举足轻重。

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以现代农业新模
式打造“中部粮仓”；加快转型升级，发展绿色、
低碳新型能源原材料产业；创新开路、加速协
同，以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中部地区结合自身优
势、紧扣战略定位，在发展中亮出一张张产业

“新名片”。

智慧、集约：打造现代农业新模式
跨淮河、拥长江，拥有全国 13个粮食主产

区中的5个，用全国约四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
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粮食，丰收的中部，是“大国
粮仓”的重要根基。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湖南的岳麓山种业创
新中心关键共性技术平台——华智生物国家级
分子育种服务平台实验室，研究人员正在开展
种质资源基因型精准鉴定。

基于实验室里的高通量基因检测系统，这
里单次就可检测上万个种质样本，育种效率和
精准度均大幅提升。

“以水稻为例，分子育种可以将稻种的生
物信息‘翻译’为可供决策的数据语言，让研究
人员精准聚合增产、抗病虫害、耐盐碱等优良
性状。”华智生物副总裁王朝晖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以科技赋能良种选
育为代表，“中部粮仓”正告别传统农业生产方
式，加速良种良田良机良法深度融合，亮出粮食
生产“新名片”。

4万亩麦田 5天收完。5月底，安徽省蚌埠
市怀远县盛世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尚跃
调度数十位机手，加紧收割。

“今年新购置了三台新型大马力收割机，哪
怕遇到‘烂场雨’也不担心了。”尚跃说，以前收
割机脱粒速度跟不上，“吃粮”多了容易“噎着”，
今年更新的收割机动力匹配更优，相较去年亩
均减损约10公斤。

空中有卫星“带路”，田间有先进农机“开
路”。从大河之南到洞庭之滨，播种科学高效，
智能化、机械化收割已经成为主流。

向科技要产能，向规模要效益。从田头到
车间、从产业到政策，中部地区在发力——

河南从 2022年起启动建设 1500万亩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适用现代化装备、规模化经营
等，预计建成后每亩可多打220斤粮；

安徽做好“粮头食尾”大文章，在皖北地区
重点培育“品质粮食、优质蛋白、绿色果蔬、徽派

预制菜、功能食品”五大绿色食品产业集群；
江西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经超

过 1000家，其中超 10亿元企业 76家，180多款
优质农产品入驻高端商超、高端餐厅；

……
中部地区不断提高粮食生产保障能力，以科

技创新为引领，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绿色、低碳：加快能源原材料转
型升级

自动焊接、自动敷设、AGV小车自动“运”
货……走进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一条自动化单晶组件制造生产线正高
效运转中。

石英砂是光伏玻璃的重要原材料。抓住光
伏产业成为全球能源转型重要“风口”的契机，
安徽滁州建立了覆盖石英砂、硅片、光伏玻璃、
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等环节的完整产业
链，吸引了隆基乐叶、东方日升等一批头部企
业，致力打造“光伏之都”。

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助推能源结构转
型，绿色、低碳已经成为中部能源原材料基地的

“新名片”。
以光伏为例，目前，全国有 50%的光伏玻

璃、20%的光伏组件“安徽造”；2023年，安徽省
光伏制造业营收超2900亿元、跃居全国第3位。

山西是煤炭大省，2019年被确定为全国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单班减人 30%，煤矿单
工作面平均月进尺提高 8米，智能化人工干预
率降低至 10%、产量提高 2.5%……在山西省霍
州市的山西焦煤集团李雅庄煤矿井上控制中
心，综采队技术员邢阳阳通过一键启停控制按
钮，就能够对井下综采面实现控制。

如今，山西地下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了综
合机械化，54%的煤炭产能实现智能化开采，煤
炭先进产能占比达到80%以上。

能源原材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血液”，新能
源材料直接关系到未来清洁能源的“造血”能力。

湖南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研发人员正在
中伟新能源行业超大规模前驱体研发试验车间
里，对新材料开展多维度性能测试。

“这一独特的研发体系可以高效完成从研发
到量产的全流程，更好适应新能源材料快速更新
迭代的需求。”中伟新能源相关负责人表示。

湖南已形成从前驱体、正极材料、负极材
料、隔膜、电解液、电芯、储能系统到废旧动力电
池回收的完整产业链条，前驱体研发生产全球
领先，磷酸铁锂出货量、正极材料产能等位居行
业前列；山西外送绿电在全国位居第一位，新能
源和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46.4%；湖北绿电装机
占比达到65%……

创新、协同：构建制造业新发展
格局

5月9日，蔚来第50万台量产车在位于合肥
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的蔚来合肥第二工厂
下线。同样在 5月，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
公司在安徽合肥启用城市测试跑道，这是大众
汽车集团在中国的首个此类型测试场。

拥有 7家整车企业、将汽车产业列为“首位
产业”的安徽，今年 1至 4月的汽车产量占全国
比重超过 10%，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超
过11%。

自2019年5月在江西举行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以来，中部地区国家级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和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国比重
分别达27.3%和17.8%。

走进位于湖北鄂州的华工激光智能制造产
业园，一台长 30米，重 45吨的“大家伙”正被打
包吊起，准备转运出口。

华工激光重型管材切割产品线总工程师范
大鹏说，得益于10余年创新迭代和省内激光产
业供应链体系支撑，这款产品不仅技术实现超
越，而且售价还比国外同类产品降低60%以上。

装备制造是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这
台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型管材激光切割加工智能
装备，拥有“最快的刀”“最准的尺”，可在十几米
的大型钢材上以0.1毫米的精度“雕花”。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中部各地在发
展新兴产业、打响创新招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协同共进，携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月 31日至 6月 2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
十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首次采用了
六省大联合模式，分工协作、联合招商，6场产业
链招商推介会分别由一省牵头、五省配合，集聚
六省合力，共谋中部产业“大格局”。

由安徽省牵头举办的中部地区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招商暨投资安徽行（长沙）推介会上，安
徽省汽车办副主任刘文峰表示，湖南装备制造
业优势明显，与安徽汽车“首位产业”互补性很
强，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合作前景广
阔，双方可以合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基地。

立足中部，创新与协同并举；放眼新发展格
局，更要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衔接、融入。

未来，中部地区还将加强与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加强与长江经济带
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融合
联动，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优化产业布局。

进一步抓好党中央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一系
列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合力，中部的“新名片”必将越擦越亮。

新华社合肥电

科技创新擦亮中部地区产业“新名片”
新华社记者 刘菁 马姝瑞 水金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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