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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6 日电（记者

徐壮）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引领

我国旅游业加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推进旅游为民，到实施旅游带

动；从推动文旅融合，到促进交流互鉴，

旅游正不断发挥为民、富民、利民、乐民

的积极作用，日益成为具有显著特色的

幸福产业。

美好生活新期待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95亿人

次，同比增长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数

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

还是“顶流”。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

山人海，“网红”景点层出不穷……人们

用动感的身影证明：旅游已是小康社会

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我国加大优

质旅游产品供给力度，旅游景区数量不

断增加，类型更加多元，市场规模增长，

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全国已建成A级旅游景区

1.57 万家，其中 5A 级旅游景区 339

家。旅游景区类型从传统的自然山水、

人文古迹，逐步拓展至乡村、冰雪、红

色、主题公园等，产品体系更加完备，更

好满足广大游客观光、休闲、度假，以及

研学、教育等多层次立体化的需求。

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心

“好不好、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激发群众旅游热情，有关部门强化

旅游宣传推广，举办消费促进活动，组

织“中国旅游日”“旅游中国 美好生活”

“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等活动，推出系

列促消费、惠民生举措，推动旅游消费

持续升温。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建设

旅游服务中心3500多个，新建、改扩建

旅游厕所15万座，完善旅游便民设施，

发展智慧旅游，倡导文明旅游，让群众

出游更方便。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

门持续推进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

“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常

态化暗访评估机制，在重要时间节点专

题部署各地加强执法检查，让群众出游

更放心。

经济发展新引擎
今年以来，“尔滨”旅游火热“出

圈”：春节假期8天，哈尔滨市累计接待

游客 1009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81.7%；旅游总收入164亿元，按可比

口径同比增长235.4%。

亮眼的数字，展现出旅游业在经济

社会发展过程中强大的带动作用。旅

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带动

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城乡环

境改善和相关产业发展。1597个乡

村旅游重点村镇示范引领，越来越多

乡村通过发展旅游走上致富路、打开

振兴门。

在县域，旅游市场释放文旅消费新

动能。全国A级旅游景区的县域覆盖

率由2012年的73%提升至2023年的

93%，旅游景区有力支撑旅游发展和县

域经济发展。

在城市，休闲旅游消费旺盛，休闲

街区成为人们打卡休闲的好去处。

345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因地制宜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夜

游产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力

满满。

在景区，旅游业的就业带动效应更

加突出。2023年，全国A级旅游景区

直接就业人数超过160万人，带动就业

总数超过1000万人。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发

挥综合带动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

应”，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文旅融合新天地
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人

次12.9亿，创历史新高，博物馆游“热

度空前”、文创产品走红走俏。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从循着博物

馆去打卡，到跟着演唱会去旅行；从美

食之旅、红色之旅，到非遗游、研学游，

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中的文化元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重要的旅游

方式。

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

文化类景区由2012年的2064个增加

到2023年的4000余个，年均增长8%。

注重用好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传承

红色基因，红色旅游类A级旅游景区

发展迅速，2012到2023年，数量和游

客接待量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9.52%和

13.08%，红色景区成为厚植爱国情怀

的生动课堂。

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永续传承

重要标志，我国持续推进长城、长征、大

运河、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旅

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的重要方式。

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出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142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74家，打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空间，

发布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立足

与众多行业内在关联、相互牵动等特

点，旅游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越发丰

富成熟。

如今，“村晚”“村超”“村BA”，演

出、赛事、影视剧，都可以是旅游的目

的。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书写得越来

越精彩。

交流互鉴新贡献
全面实施！5月15日起，外国旅游

团乘坐邮轮入境中国免签。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

国际吸引力和旅游竞争力的直接体

现。通过旅游这扇窗，中国与世界相知

相交。

近年来，我国加强双多边合作，举

办中俄、中美、中法等旅游年活动，目前

共设立48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20个

驻外旅游办事处和3个驻港台旅游办事

机构，发起成立世界旅游联盟等国际组

织，开展“你好！中国”国家旅游形象海

外推广，推动中外游客互访、文明互鉴。

为全方位优化入境旅游环境，我国

对外国游客入境旅游进行全流程梳理，

逐个打通堵点、解决问题，令外国游客

感到宾至如归。

出境旅游同样健康发展。中国已

是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144个国家和

地区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

地，越来越多人化身中华文明使者，讲

述中国故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

旅游正向世界展示独特魅力，描绘“诗

和远方”美好图景。

重塑“诗和远方”走出特色之路
—— 我国旅游发展驶上快车道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魏

梦佳）暴龙超科是一类体型差异较大

的掠食性兽脚类恐龙，是白垩纪中晚

期的优势类群，霸王龙就是其中的重

要成员。我国科研团队近日在国际学

术期刊《白垩纪研究》发表一项研究成

果，将此前在广东省三水盆地发现的

一批晚白垩世的大型兽脚类恐龙牙齿

归入暴龙超科。研究人员称，这是三

水盆地大型兽脚类的首次发现，也是

截至目前我国发现的地理位置最南端

的暴龙超科化石。

此项研究是由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邢立达课题组联合广东省四会市

博物馆、中山大学以及广东中大深地

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团队共同完成的。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介

绍，广东是中国白垩纪各种化石的重

要产区，其中恐龙化石主要发现于广

东的南雄盆地和河源地区，而三水盆

地的恐龙化石记录很少。此次发现的

化石为4枚牙齿，时代为晚白垩世最晚

期，距今约7000万到6600万年前。

邢立达说，暴龙超科的物种体型

差异较大，包含暴龙科与其更原始的

近亲。全长可超过12米的晚白垩世霸

王龙是其中体型最大，也是最著名的

物种，但早白垩世的奇异帝龙全长仅

约1.5米。根据此次发现的牙齿化石

保守估计，牙齿主人的体长约5至6米

或者更大一些的个体。

研究人员介绍，大部分兽脚类恐

龙牙齿呈月牙状或香蕉状，中间宽并

向两边收敛，收敛的末端形成隆突。

此次发现的牙齿中有3枚发现于四会

市，牙齿相对完整，牙冠长度均超过6

厘米，另外一枚发现于广州市，为3.3

厘米长的牙齿碎片。所有牙齿具有一

致的形态特征，包括牙齿边缘有锯齿、

锯齿密度较低、牙釉质光滑等，符合暴

龙超科的牙齿特征。

据悉，华南地区一直鲜见晚白垩世

大型兽脚类的记录，此前仅在江西赣州

地区发现过暴龙超科的虔州龙和暴龙

类足迹，广东河源地区发现过暴龙类牙

齿等。三水盆地晚白垩世的恐龙蛋化

石记录还显示该区域活跃着伤齿龙类、

窃蛋龙类和鸭嘴龙类等恐龙。“本次发

现的暴龙超科牙齿和它们组成了一个

恐龙生物群，说明在白垩纪末期的大绝

灭前，恐龙生物群在我国华南地区很可

能还相当繁荣。”邢立达说。

新华社西安5月16日电（记者 刘

彤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

长唐仁健15日在陕西省咸阳市举行的

全国乡村人才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

通过分类施策、加快推进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

才支撑。

人才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

方面和基础支撑。近年来，我国乡村人

才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农业科研队伍、

乡村产业发展“雁阵”和高素质农民队

伍不断壮大，但对标到2035年“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基本具备现代

生活条件”的目标任务，乡村人才队伍

建设短板还比较突出。未来，我国将紧

紧围绕“三农”发展急需和人才所需所

盼精准施策，加力加劲补上短板弱项，

建好建强乡村人才队伍。

唐仁健表示，围绕稳产保供，我国

将建强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带头人

队伍，提升培训实效，建立带头人清单

档案，强化长期跟踪服务、扶持和培养；

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将壮大高质量

的农技推广人才队伍，强化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公益性服务，引导涉农院校探索

产学研用良性互动的科技服务模式，协

同构建多元高效的农技推广服务网络。

“围绕农民就业增收，要打造高技

艺的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推进职业

开发和评价认定，丰富拓展技能人才选

拔平台。围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引育高适配的乡村规划建设人才队伍，

通过校（院）地合作、人才招募等引导专

业人才下乡服务，遴选培育一批本土乡

村建设人才，指导涉农干部不断改进工

作方式，提升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

工作的能力水平。”他说。

此外，我国还将通过搭建人才引育

留用的平台载体，搞好人才生产生活服

务，创新评价使用长效机制，努力营造

“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乡村人才

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近年来，以陕西、山东、浙江、河南等

为代表的地区，在党建引领人才返乡创

业、“头雁”带动农民培训就业和农业科

技人才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进行了探

索，人才支撑乡村振兴的基础不断打牢。

我国将打造高技艺农业农村
技能人才队伍服务乡村振兴

我国科学家发现
中国最南端暴龙超科化石

（上接一版）刘海忠在水利工作的

第一线坚守了30多年，对水利有着特殊

的感情。巴音河河道综合治理他也参与

其中。如今，每当听到外地游客和市民

赞扬巴音河，他心里也很有成就感。

河道环境改善了，治理工程得

到了阶段性成功，但后期还是离不

开长期的悉心维护。2017 年以来，

德令哈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分级签

订河长制目标管理责任书，开展河

湖管理范围划界，工作督导检查，明

确河道巡查员、保洁员，组建志愿者

护河队，开展河道巡查和保洁活动，

确保河道水面清洁，河流贯通，推动

巴音河面貌持续向好，不断厚植生

态底色。

夜幕来临，绚烂的灯光伴随着音

乐在湖水中摇曳，巴音河沿岸9公里

被长龙式灯带瞬间点亮，市民穿梭在

两岸林带休闲散步。碧水之畔，林荫

之间，绿道曲径通幽，让人尽享自然

之美；各具风格的景观工程，让巴音

河两岸成为艺术长廊……承载着无

数德令哈人记忆的母亲河，正呈现出

一幅清水潺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随着市区的扩容，我们逐年提升

河道两岸植被覆盖，种植新疆杨、榆树

和花卉。同时，还在景观带设置中外

历史名人诗篇主题景观。目前，通过

智慧河湖系统建设，已实现‘天上看、

地下查、河边巡、网上管’，24小时对河

道进行监控。”刘海忠说。

一条河的重生，不仅能改变一座

城市的人居环境，更能激活城市发展

的新动力。巴音河的华丽“变身”，只

是我州水生态治理变迁的一个缩影。

海西州水生态治理故事汇集起来，更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海西的生动

写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西画卷

正在不断呈现新的精彩。

2023年6月21日，东方白鹳“夫妇”抚育长大的幼鸟站在巢上。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鸟界国宝”之称。一对东方白鹳“夫

妇”近期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克钦湖湿地的巢中“生儿育女”。

这对“夫妇”中的雄鸟，幼年曾受伤被群众送到扎龙自然保护区救助，后

被放归自然。雄鸟“婚配”后便“携妻”在扎龙自然保护区克钦湖湿地筑巢，

每年都会在这里抚育爱情的结晶。

2022年，旧巢被野火烧毁后，东方白鹳“夫妇”不离不弃，衔草觅枝，在附

近另建新巢。今年3月下旬，东方白鹳“夫妇”又在湿地现身，继续演绎“爱

情故事”。

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1万公顷，1992年被列入首批国

际重要湿地名录，拥有鸟类260余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41种，是中国

东北地区重要的鸟类繁殖栖息地。 新华社发（王勇刚 摄）

5月15日，海南三亚海昌生物保育中心的工作人员给短肢领航鲸“海棠”喂食。

近日，在海南三亚搁浅被救助的短肢领航鲸“海棠”恢复良好。经过专家论证

评估，“海棠”已经具备野外放归条件，预计本月内根据海况、天气等条件择期被放

归大海。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游客在平遥古城游览（5月10日摄）。

屹立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平遥古城，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经

过2800余年洗礼，2.2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保存着300余处文物、近4000处传统

建筑。青砖黛瓦的古城里，大量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1997年，

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

斑驳的老城门、深深的车辙印、厚重的古城墙、精美的雕刻……这处自然

形成的历史博物馆里，处处是需要精心呵护的文化遗迹。

近年来，平遥城墙得到抢险加固，历史建筑陆续得以维护，古城违建整治

长效机制建立。与此同时，一项项民生改善措施扎实推进：古城外围建成迎

薰公园、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古城内清零商户燃煤锅炉，修建现代化旅游

厕所，实现垃圾分类收集；电力、通信、给水、雨水、污水等综合管线提升和道

路改造工程逐一完善。

平遥古城是沉淀的历史，是故乡人心中的乡愁，也是外乡人眼中的风

景。如今，这里既保留了旧时的风韵，也展现着年轻的活力，焕发着古城的

“烟火气”，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活着的古城”。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5月15日，游客在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南豆角村拍照。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地处秦岭北麓，境内山、川、塬、河皆具，田园风光旖旎多

姿。近年来，长安区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推动全域建设花园乡村，全方

位发展乡村旅游，使其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观光的好去处，也使当地群众通过吃“旅

游饭”实现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