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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吉哲鹏黄韬铭 赵珮然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布，再到一个文

创空间、一座体育公园，要走过怎样的

岁月，经历哪些蜕变？在位于昆明市五

华区的云南纺织艺术馆、云纺体育公

园，可以找到答案。

这是继昆明市云纺文创园后，由云

南纺织厂厂区改造而成的又一文创

空间。

在这里，曾经运转不停的纺织机

器，“摇身一变”成为创意展品，吸引诸

多年轻人前来打卡；曾经工序严密的生

产车间，成了中小学生课外研学实践基

地，展示着一朵棉花到一匹布的“奇妙

旅程”……无论是曾经的工厂，还是如

今的艺术馆，都讲述着云南纺织厂的

故事。

云南纺织厂历史悠久，建厂80多

年来曾为军需保障和社会民生作出重

要贡献。云南纺织艺术馆所在地曾是

云南纺织厂的重要生产基地，于今年3

月停产。

“艺术馆里保存着完整的纺织生产

线和各个年代的纺织设备，见证了云南

纺织工业发展历史。”云南纺织厂厂长

杨桥介绍说，“停产不停工，我们希望用

另一种形式讲好这段纺织故事，不忘初

心，坚守传承。”经过精心设计，厂方选

择了生产与艺术、文体相结合的改造方

案，云南纺织艺术馆和云纺体育公园应

运而生。

纺织是这里的根与魂。艺术馆以

纺织工序进程为线索，分“棉花之梦”

“生产之歌”等六个主题，讲述云南纺织

厂从过去到现在的生产、生活故事。打

包机、摇臂钻床等一台台刻有岁月印记

的纺织机器陈列于此，“少说空话，多办

实事”等富有年代感的标语随处可见，

人们漫步其间，仿佛回到织机轰鸣的生

产一线。

昔日纺织厂产品质检员、如今艺术

馆讲解员赵珍说：“每次看到这些机器，

就想起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日夜，一针

一线都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岁月。”

除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云南纺

织艺术馆还具有时尚现代的艺术气

息。滤尘室的棉花浴池别出心裁；“云

朵楼梯”将白棉置于顶端，营造出如梦

如幻的氛围。打包成袋的棉花、呈放射

状延伸的棉线、当年车间的维修工具都

融入设计元素，成为装饰的一部分。过

去与现在、工业与艺术的完美交融，为

艺术馆平添几分美感。

开展研学项目是云南纺织艺术馆

的发展着力点。馆内设有体验区，通过

操作模拟织布机，人们可以进一步了解

纺织过程，感受匠人匠心。“工业遗存是

凝固的历史。生产停止，但我们希望通

过艺术创造，唤起它们新的生命力，把

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杨桥说。

云南纺织厂还在文体方面做了转

型探索。纺织厂的部分旧厂房被改造

为以室内篮球场为主的云纺体育公园，

废弃空间被充分利用。

纺织厂退休老职工们有说有笑地

参观，年轻人穿着租借的纺织工装在机

器旁拍照打卡，孩子们好奇地看着棉花

到布匹的蜕变历程……曾经日夜不停

的织机声不再响起，工业遗存正以另一

种更有意义的形式存在。

一针一线的“艺术再造”

新华社电（记者吉宁 郭宇靖）12

月27日上午，一名申请人在北京市通

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天津市蓟

州区的换证登记业务，并线上领取了电

子证照。这是不动产登记异地办事“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地办”取得实

效的一个例证。

12月27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

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部

门签订“跨省通办”合作框架协议，聚焦

不动产登记领域企业群众高频事项，围

绕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将转移登记、抵

押登记、预告登记、其他登记和不动产

登记信息查询等5大类、16项高频业务

事项纳入首批“跨省通办”事项清单，逐

步覆盖国有土地上全部房屋登记网办

业务。

记者了解到，五地构建以“‘互联

网+不动产登记’为主、线下帮办为

辅”的一体化服务模式。通过“收受

分离”，打破事项办理的属地化管理

限制，对“跨省通办”事项，采用异地

帮办或异地代收方式，使申请人在异

地就能完成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属地

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审核。申请人

可以线上向属地缴纳相关税费、领取

电子证照，需要纸质证书的通过寄递

方式送达。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二

级巡视员周旭峰表示，协议各方将进一

步深化“异地受理、无差别办理”服务，

持续共享改革成果，动态更新“跨省通

办”事项清单，不断促进服务质量和服

务效率的提升，形成区域“跨省通办”经

验，通过“跨省通办”降低企业和群众的

办事成本。

北京等五省区市不动产登记实现“跨省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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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潘洁）中国贸促

会新闻发言人张鑫 27 日介绍，第二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

2024年 11月 26日至 30日举办。目

前，第二届链博会筹备工作已经全面

展开，有上百家中外企业表达了积极

的参展意向。

“在有关部委、地方、驻外使领馆

支持下，我们已经面向全球发出邀

请，计划在国内外开展丰富多彩的路

演活动。”张鑫在当天举行的中国贸

促会月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得

到的反馈来看，中外企业参展热情超

过首届。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首届链博

会12月 2日在北京闭幕。首届链博

会设置了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

清洁能源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

链五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515

家中外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了各链

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

“‘五链条一展区’仍将呈现在第二

届链博会上。目前，我们也在与有关部

门和专家一道，结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需要，研究增加其他产业链供应链展

示的可行性，给更多中外企业亮相机

会，让链博会越链越广。”张鑫说，中国

贸促会将在精细、精致、精彩上下功夫，

把第二届链博会办成一届质量更高、

“链”味更浓、看点更多、成效更好的全

球经贸盛会。

第二届链博会筹备工作已全面展开

这是12月27日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连环湖冰面上拍

摄的冰雪渔猎那达慕活动现场。

当日，2023黑龙江冷水鱼冬捕季系列活动之中国大庆连环湖第七届冰雪渔猎

那达慕活动，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开幕。据悉，2023黑龙江

冷水鱼冬捕季将持续到明年3月末结束，其间将在9个市（地）的18个县（市、区）计

划开展20余场冬捕、5场冬钓活动。 新华社记者王松 摄

新华社电（记者 王恒志）三人篮

球、街舞、飞镖、陆地冰壶……这些项

目有什么共同点？记者27日获悉，江

苏省体育总会将在2024年打造街头

体育巡回赛，将这些项目纳入其中，

“街头体育”或将在2024年掀起又一

股体育热潮。

据悉，“当燃是你”江苏省街头体

育巡回赛将于2024年4月在全省陆续

开展，赛程贯穿全年，涵盖篮球、街舞、

飞镖、飞盘、陆地冰壶等适合在商场街

头开展的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赛事

由江苏省体育总会联合部分省属体育

社团、其他市场经营主体和社会力量

共同打造。

滑板、街舞等项目发源自街头，篮

球、足球等项目也发展出适应街头玩

法的全新规则，近年来三人篮球、滑

板、街舞等街头运动不仅深受青少年

喜爱，还进入了奥运会、亚运会等世界

和洲际顶级赛事。

同时，以赛事带动消费，已成为

2023年体育热门话题。国务院办公厅

9月底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就提出，推动体育赛事和旅游活动一

体谋划、一体开展，结合重大、特色赛

事，培育“跟着赛事去旅行”品牌项目，

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精品

线路、赛事和基地。

江苏省体育总会秘书长傅雷表

示，2023年赛事经济火爆，体育带动消

费、拉动相关产业的能力越来越强。

“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打造品牌体育赛

事活动的消费新场景，怎么走出‘体

育+’的新路子，街头巡回赛就是我们

2024年将重点打造的一个品牌赛事。”

2023年江苏赛事经济带动效应

明显，中国街舞联赛、中国田径街头

巡回赛、全国射箭锦标赛、中国三人

篮球联赛等走上“街头”的国内顶级

赛事都取得非常好的引流效应，一

些群众赛事也深受百姓欢迎。傅雷

表示，江苏每年都会举办很多街头

项目的群众赛事，希望通过举办江

苏省街头体育巡回赛，既能打造更

具影响力的赛事 IP，也能进一步普

及和推动这些运动，还能打造消费

新场景、进一步恢复和扩大体育休

闲服务消费。

江苏将打造贯穿
全年的街头体育巡回赛

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袁睿

摘瓜、装筐、取袋、装车……下午五

点，海南省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那受村村

民苏江宏和家人正在田地里忙碌，经过

他的仔细挑选，一根根泛着青绿光泽的

苦瓜被整齐地摆放在运输车里。第二

天一早，他将带着这一车“鲜绿”前往三

亚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售卖，销往省

外市场。

冬季来临，全国各地寒潮来袭，但

在温暖的海南三亚，田间地头绿意盎

然、坡地之上瓜菜飘香，农户们收取成

熟的瓜菜，再抢抓农时播下来年收获的

希望。

不一会儿，运输车就被青绿色的苦

瓜填满。“这一车有1000斤，希望明天

能卖个好价钱。”苏江宏告诉记者，他9

月育苗、10月栽种、11月就收获了第一

车苦瓜，今天这批已经是收获的第10

车，价格好的话能收获到明年4月份。

开车沿着育才生态区山路盘山而

上，道路两边开满花的芒果树郁郁葱

葱，坡地上农户忙碌的身影频频闪过，

那受村村民林明文告诉记者，他正在种

植的青瓜年前就能收获，可以在春节前

得到一笔收益。“地膜和肥料都是村委

会发的，不用我们买。”林明文说。

那受村委会副主任盘明才介绍，除

了村民提到的地膜、肥料，村里还为农

户提供豇豆防虫网以减少农药用量，在

丰收的同时保障了食品安全。

“我们还建设了村集体蔬菜瓜果大

棚基地，用于优质青瓜嫁接苗培育和新

奇特优瓜果品种引进栽培。”盘明才告

诉记者，青瓜苗年出苗量100万株左

右，以优惠价格提供给农户，充分满足

当地农户种植冬季瓜菜需求。

此外，村集体发展特色产业，引进

彩虹小西瓜、法兰蒂草莓等新奇特优、

市场适销对路的瓜果品种，以有机肥为

主，采用高效低毒的农药和生物防治等

方法实行综合管理。这些瓜果深受市

场欢迎，被早早预订一空。

椰林海风下，一株株菜苗破土而

出、茁壮成长，一家家农户松土施肥、辛

勤耕耘，一村村的集体特色产业稳步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温暖的三亚呈现一

派繁忙景象。

据了解，今年三亚崖州区发挥豇豆

主产区优势，在总量调控的基础上，推

广种植豇豆优质品种，引导农户水旱轮

作，减少豇豆病虫害发生。三亚天涯区

进一步扩大种植黄秋葵优势品种，推动

瓜菜品种更新换代。此外，三亚市还利

用南繁基地的资源优势，种植高产优质

的新品种，提高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

三亚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三亚市计划种植冬春季瓜

菜16万亩，全市总产量可达到32万

吨以上，主要种植品种有豇豆、冬瓜、

茄子、青瓜等，12月以来陆续上市，主

要供往海南岛外各地，做好“菜篮子”

保供工作。

海南三亚

冬春季瓜菜收获忙

12月27日，一艘货轮在装卸货物（无人机照片）。

当日，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三期）投产运营。该工程位于山东港口青

岛港前湾港区南岸，建设2个1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投产运营后，将提升码头堆

存能力26%，提升综合服务效率6%。 新华社发（张进刚 摄）

12月27日，乘客在G4012次列车上观看表演。

当日，杭州至南昌高铁黄山至南昌段（简称杭昌高铁黄昌段）建成通车，杭昌

高铁全线贯通运营。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