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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旅游供需两旺，新线路、新
玩法不断吸引旅游新群体；古色旅
游做好文旅融合新文章，立体式文
化展示与多元体验刷新本土文化魅
力值；绿色生态游借力乡村振兴政
策实施，让乡村、山水承载起“诗与
远方”，“网红乡村”频增，成为另一
种“流量经济”。在旅游大省江西，旅
游产业正形成多种“文旅新时尚”。

“新供给”契合“新需求”

红色旅游实力“圈粉”

　　在建党百年之际，2021 年的
红色旅游火爆程度空前。“红色游”
游客年轻化趋势明显，消费端迅速
崛起与改变的同时，旅游市场供给
端迅速响应，红色文化底蕴浓厚的
江西，除井冈山等热门红色旅游地
外，各地不断挖掘红色旅游资源，探
索新线路、新玩法。
　　“前一分钟参观完红色景点，下
一刻就‘穿越’到清朝老宅，红色、古
色交相辉映，不虚此行。”近日，游客
在游览上高县新界埠镇桐山村的

“红军布告”时说。
　　桐山村“红军布告”位于红一军
团十七师指挥部旧址内，今年上高
县对这一旧址提质升级，举行“红军
在上高”主题展览，并将位于旧址附
近的一些清代古宅修缮，让游客在
百米之内联动百年。
　　还原部队营房原貌、建设思政教
育展示馆，利用四折幕投影技术全景
展示党史、奉新人物志等内容，这是
奉新县打造的一处“红色名村”景点。
奉新县把“红色名村”建设纳入区域
发展总体规划，打造集参观、学习、旅
游等功能于一体，以红色革命精神带
动红色民宿和特色产业发展。
　　上饶市开发“唱支山歌给党听”
精品红色体验线路，线路包含了上
饶集中营、方志敏烈士故居、横峰葛
源、铅山石塘古镇等景点，将红色教
育与新时代乡村等结合，打造更丰
富的研学体验。

“新文旅”玩转“新情怀”

古色旅游“以文促旅”

　　赋予景区文化内涵，以“文旅+教育”“文旅+艺术”
“文旅+科技”等新方式推动文旅生态圈在发展中融合创
新，近年来，江西多地结合自身特色与优势，打通新时代
文旅发展生态圈。
　　自开街运营以来，有着“赣鄱文化第一街”“城市会客
厅”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人气异常火爆。这个遵循历史
肌理、复原老南昌城市记忆的街区，围绕“民族、民俗、民
间”主题，将建筑与文化完美融合的同时，开展汉婚展演、
成人礼、宫廷乐礼、科普汉式文化礼仪、花朝节舞蹈表演
等活动，使得景区文化体验感进一步提升。
　　在“中国药都”樟树市，中医药文化与旅游的融合衍
生出重点旅游产业集群。在这里，100 多个品种的药膳
供游客评品，“樟帮”中药材炮制展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让古朴厚重的中医药“活”起来、有看头，在国家级中医
药特色岐黄小镇逛一逛，在仁和药都园了解中医药现代
工艺，中医药文化内涵让旅游别具一格。
　　独特文化是文旅融合地方实践的关键所在。在“剪纸
之乡、铜矿之源”的瑞昌市，一座铜源剪影文化园成为新
的文化旅游打卡点。“在剪纸博物馆里欣赏难得一见的作
品，在剪纸艺术街区、矿山公园、艺术家园邂逅多样文化，
这里值得一来。”一些游客留言说。
  目前，这座原乡型传统艺术文化园，已成功创建为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新乡村”吸引“新流量”

“去绿色乡间”成新时尚

　　山清水秀、生态优美的乡村，随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带
动，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成为乡村新一种“流量
经济”。低密度、慢节奏、短周期的出游方式下，打卡网红
乡村，成为一种文旅新时尚。
　　“来到‘忘忧村’，陶然已忘忧。”在南昌市新建区溪霞
镇，“忘忧村”早已成为网红民宿村，运用“翠竹、古井、巷
道、民居”四大本土元素，修缮村落巷道，还原古朴自然、
主题鲜明的古村风貌，昔日破旧村落，摇身一变成为乡村
特色民宿小村。村庄富了，村民们的日子也红火起来。
　　巴夫洛生态谷景区位于大城镇昌西文化产业园，占
地面积 22800 亩，为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江西省级旅游度假区，景区一年四季均可享受到
唯美的田园风光，春可赏花踏青、运动、野营，夏能嬉水观
荷、避暑垂钓，秋可采莲摘果、登高赏菊，冬能养生进补、
观赏蝴蝶。汇集家庭都市旅游、田园风光、亲子教育、康养
小镇、农业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被称为“南昌
近郊都市田园绿肺”。
　　乡村旅游成为文旅消费市场上的新动能，如何抓好新
动能里的新机遇？在看风景的同时，乡村旅游产品研发更
精细化。在高安市巴夫洛生态谷景区，除了四季唯美的田
园风光，景区项目开发汇集亲子教育、康养小镇、农业观光
为一体。今年 5 月，巴夫洛智远研学科教馆对外开放，可
供学生动手体验近 100 种项目，成为又一个旅游吸引点。
　　为乡村旅游赋予一颗“智慧芯”，是提升乡村旅游竞
争力的新探索。在南昌县凤凰沟景区，智慧旅游公厕、智
慧停车场、综合指挥监控中心……通过数字技术，景区实
现重点方位的实时监控，准确掌握景区人流车流信息。而
来到南昌县工控·陌上园，通过科技手段打造的集科研创
新、产业孵化、农业博览、休闲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
田园综合体”，能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智慧田园生活。
　　乡村和田园正逐步成为“诗与远方”，土地里生长出
的绿水青山旅游经济，成为跳动新时代文旅的“脉搏”。
              （本报记者闫鹏、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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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5 日，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沙尔布拉克春秋牧场的牧道上，牧民赶着牲畜向
夏季牧场迁徙。当日，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的 1100 多户哈萨克族牧民赶着 43 万多头
（只）牲畜，从春秋季牧场向夏季牧场迁徙。           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向夏牧场进发

　　据新华社上海 6 月 8 日电（记者王辰
阳）《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四五”规划》
近日发布，记者在 8 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四五”期间上海将
加快干线铁路通道布局，实现上海中心城
60 分钟可达毗邻城市，主要枢纽 120 分
钟可达长三角主要城市。
　　铁路方面，上海将推动建设“轨道上的
长三角”。沪苏通铁路已于 2020 年建成通
车。“十四五”期间，将基本建成沪苏湖铁
路、沪杭客专上海南联络线，加快建设沪通

铁路二期等项目，推进沿江高铁、沪乍杭铁
路建设，提升沿线城镇、重点功能区与长三
角周边城市互联互通水平。
　　航空和航运方面，上海将深入探索跨
区域机场合作机制，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
设。一方面，巩固提升上海航空枢纽核心地
位，支持规划建设南通新机场，研究上海机
场在苏州、嘉兴等地建设虚拟航站楼。另一
方面，推进长三角地区航运沿江、沿海多模
式合作，加快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形
成“连接苏浙、对接海港”的格局。

　　公路方面，上海计划进一步完善国省干
道功能，促进跨省界地区路网融合。目前，已
有 7 个打通“省界断头路”项目建成通车。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建成 G15 嘉浏段，加
快推进 G318 等拥挤路段改建，新建 G228、
G320 等国道出省段等；继续推进省界对接
道路建设，提升近沪地区路网通行能力。
　　上海市副市长张为表示，“十三五”期
间长三角交通的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高，

“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区域一体化交
通互联互通水平全国领先。

“十四五”上海主要枢纽两小时可达长三角主要城市

　　据新华社合肥 6 月 8
日电（记者胡锐、戴威、何曦
悦）铜陵市，以铜为名，立足
铜发展起了一套重工业体
系，但多年开采让铜矿资源
渐趋枯竭，曾经引以为傲的
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行业
也陷入粗放发展困局。
　　困则思变。近年来，铜陵
市积极拥抱工业互联网浪
潮，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
造业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探索资源型城市
转型新路。
　　走进铜陵六国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包装车间里空无一
人，只有机械手臂上下翻飞，
将一袋袋沉重的化肥码放整
齐。“这是工业互联网应用于
生产控制的直观案例。”六国
化工信息中心主管吴昊说，之
前包装车间需要工人 24 小
时倒班，劳动强度大，运用工
业互联网打造自动化产品包
装线后，可做到人歇机器不
歇，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业互联网把经验转
化为数据模型，让技术小白
也能变身行业标兵。”在中控
室里，吴昊指着电脑屏幕上
闪现出的一行指令说，这是
工业互联网的“思考”成果。
通过对历史数据进行挖掘建
模，并实时分析生产线运行
状况，工业互联网能给出各
工艺参数的优化建议，为工
作人员决策提供参考，突破
了传统经验控制的局限性。

　　据悉，在应用工业互联网之后，六国化工
的磷酸萃取率平均提升 0.79% ，每年可节约
磷矿石资源 6000 余吨。
　　“我们以工业互联网建设为抓手，推动铜
陵市企业数字化转型。”铜陵市数据资源局局
长胡振南说，2018 年，铜陵市发力工业互联
网建设，突出实用高效，推行“一企一策”，优
化企业生产工艺流程，节能减排、提质增效。
目前，铜陵市已有 163 家企业“入网上云”。
　　“工业互联网让老笨黑粗的重工业变得聪
明、精细了。”铜陵泰富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智能
与信息化中心科长吕东说。运用工业互联网之
后，整个能源生产、管网运输设备都处于系统
监控之下，动态推荐最优的燃机负荷，并实时
调整管网压力、温度，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在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工业互联网被用
于尾矿库安全监管，全天候监测着 9 个尾矿
库，实时汇总、分析监控探头传回的数据，能
确保尾矿安全隐患秒级预警、上报，大大提高
了安全隐患发现能力和处置效率。
　　“工业互联网是什么模样，没有标准答
案，但我们认为，工业互联网至少应该提供一
些解决方案。”胡振南说，应踏踏实实，立足企
业需求，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解决企业生
产经营中的难点、痛点，让铜陵在工业数字化
转型中找到前行方向、收获发展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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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春 6 月 7 日电（记者李双溪）为
了让高校毕业生留在省内就业，今年 4 月起，
吉林省面向各高校举办了“创业有你‘就’在吉
林”集中宣传推介活动，通过各地政府上门对
接就业信息、高校与企业深度融合，让毕业生
感受到诚意、热情和机遇。截至目前，吉林省内
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的意愿同比提高 4.1%。
　　“未来吉林在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以及
农产品深加工领域会有更多投资机遇。这对经
济专业学生来说，值得欢欣鼓舞，我们留在吉
林就业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吉林大学经济学

院学生王婧仪参加宣传推介活动后感慨。
　　为了留住高校毕业生，今年吉林省各
地政府纷纷进入高校“抢抓”人才。“过去是
我们到各地跑市场，今年各地政府上门来
送工作。”吉林农业大学招生就业工作处处
长于运国说。
　　各地政府在与高校的对接中也在推进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近日，白山市在推介当
地食药产业及康养产业时，引起了长春大
学的兴趣。“我校的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可
以与当地的康养产业合作，未来学院可以

派学生进入企业实习就业，助力其产业发
展。”长春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袁旭
东说，该校已与白山市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推动院地合作。
　　梅河口市为了发展农业，专门拿出 20
个事业编制吸引农学专业人才。吉林农业
大学园艺学院学生胡月通过层层选拔，成
功签约。“一毕业就能直接进入事业单位，
这机会太难得了！”胡月说。
　　为了留住人才，吉林省部分企业拿出
了更多优质岗位。长春大学机械与车辆工

程学院学生薛科叙的梦想是研发汽车，去
年 11 月已签约南方一家企业，后来看到
长春富奥威泰克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提
供的设计研发岗位，于是放弃了去南方发
展的机会。记者问他“为什么南方企业给的
安家费不要，缴违约金都要留在吉林”，他
回答：“我更看重发展前景。”
　　截至目前，吉林省高校已召开留省专
场招聘会 260 场，其中线下招聘会 175
场，参会省内企业 9111 家，提供岗位 25.5
万个，同比增加近 3 倍。

吉林各地政府“上门送工作”，助毕业生留省就业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8 日电（记者李倩
薇）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7 日，成
都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室出台《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我市
商品房建设用地竞买的主体资格审查办法

（试行）》，同踩“三道红线”、严重失信房企
将被限制在成都的土地竞买资格。该办法
从即日起试行，试行期为一年。
　　办法明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及相关机构官网公布的上市房

地产开发企业跨越“三道红线”情况，同踩
“三道红线”（即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
率大于 70% 、净负债率大于 100% 、现金
短债比小于 1 倍）的开发企业将被纳入竞
买资格限制名单。同时，发生以下严重失信
情形的开发企业，也将被纳入竞买资格限
制名单。包括：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执行
信息公开网”公布的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的开发企业；未按时缴纳土地价款且经催
收仍未履行缴款义务的开发企业；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案件所涉及的开发企业；造成
工程停工烂尾未复工或未处置完毕的原发
企业；未按规定拨付工程款，导致农民工工
资拖欠的开发企业；未履行主体责任、导致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的开发企业等。
　　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办
法目的是为从源头上防范房地产领域风
险、维护群众利益，遏制商品房延期交付、
工程质量低劣、停工烂尾等问题的出现。

成都：同踩“三道红线”房企将被限制土地竞买资格

  不久前，大胜达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北
大信研院正式发布 AI 包装设计师“小方”，客
户只需输入设计需求，这位虚拟设计师就会快
速提供若干方案。“提供设计服务让客户全程
参与，不仅产品研发周期缩短 80%，客户满意
度也大幅提升。”副总裁孙俊军说，产业链延伸
至上游设计服务和数字化管控，让企业从传统
的包装制造向服务型新制造“华丽转身”。
  这正是全国传统工业强区杭州市萧山区
近一年来以“数智”赋能助力工业经济摆脱

“虚胖”的缩影。面对工业经济体量大但转型
升级不快、发展动能不足等“成长的烦恼”，萧
山去年提出“再战工业、重振辉煌”，坚持数字
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驱动，大力
推进“新制造中心”建设。
  今年一季度，萧山完成工业投资 17.06
亿元，同比增长 74.26% ，高于杭州平均水平
近 40 个百分点，自去年 7 月以来连续 9 个
月增幅高于杭州全市平均水平。工业发展积
极因素不断蓄积，新旧动能转换的氛围日渐

浓厚，助推萧山工业经济“逆风前行”。
  以制造业为底色的萧山，千余平方公里
内集聚了万向、传化等一批制造业龙头和万
余家中小企业。然而，全区 40% 的产能形成
于 2005 年前，战略新兴产业占比偏低，大量
制造企业陷于低端、低效困境。究其原因，在
于企业家认识不足、数字化改造能力不足。
  去年 5 月，萧山举行创建全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动员大会，宣布三年内
统筹超 1000 亿元资金，提供 1 万亩产业
用地，打造“新制造中心”，到 2025 年实现
工业增加值、企业数、投资等重要指标在
2018 年基础上“翻番”。
  头部企业示范、中间企业带动，该区规
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目前已达
100%，上云企业累计超 1.6 万家。“舍得投
入改造、拥抱智能制造，企业间互相赶超，
这种氛围在萧山热起来了。”轮毂轴承龙头
企业兆丰机电董事长孔爱祥深有感触。
  制造业提档升级，要从碎片化零散提

升向新制造生态“蝶变”，关键在提升产业
数字化服务供给，打通产业链、创新链和价
值链，迸发“矩阵效应”。由浙江 5G 研究
院、容亿投资、浙江火炬中心联合萧山区政
府共同打造的中国（杭州）5G 创新谷，精
准引入芯片研发等上游企业 4 家，5G 基
站研发等中游企业 1 家，并有 21 家下游
应用企业涵盖车联网、智慧城市等业态。
  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与服务供给
不匹配等问题，去年 12 月，长三角（杭州）
制造业数字化能力中心在萧山揭牌。该中
心好比“路由器”，通过聚集百余家海内外
优质数字化服务商，为传统企业数字化改
造输出“新能力”。
  通过“数智”赋能，萧山已实施 133 个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843 个数字化改造项
目，涉及化纤、纺织、汽车零部件等 20 个
行业，基本覆盖所有规上制造业门类。
  拥有 12 余万亩存量工业用地的萧
山，占杭州市总工业用地的四分之一。但由

于原土地出让合同约定容积率和投资强度
低，加上部分土地闲置，综合效益低下，亩
均税收仅 20 多万元。为此，当地出台亩均
论英雄、工业资金池等政策，打出存量用地
有机更新“组合拳”。尤其是“4+1”工业用
地管理新政，对存量工业用地交易增设亩
均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强度等准入条件，倒
逼用地企业强化“数字化能力”。
  当地还创新容积改造提升产出能级、
差别处置续期倒逼转型升级等方式，形成
更新模板供企业复制。
  作为杭州制造业发展“主阵地”，萧山
今年进一步提出“十百千”目标，即工业增
加值增长 10% ，工业投资实现 100 亿元，
落实数字化转型实践企业 1000 家，盘活
工业用地 3000 亩。“全区成立了增稳促保
强服务领导小组，为企业提供超常规、精准
化服务，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萧
山区经信局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吕昂）

杭州萧山：从工业“虚胖”到“逆风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