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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演员陈丽君（左）和李云霄在杭州蝴蝶剧场演出新编越剧《新龙门客栈》（2023年 9月 24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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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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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电 （记者 谢彬彬）“中国新能
源汽车制造商为重新定义汽车所作努力似乎永无止境”“中
国电动汽车产业呈爆炸式增长”……近期举办的北京国际
汽车展览会上，新能源成“顶流”，智能化成“标配”，不断刷
新外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认知。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茁壮成
长，是资源、政策、战略规划等诸多发展要素优化配置的
成功案例，是中国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
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经济从“快不快”到“好不好”、
实现“质”“量”并重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中国
新能源产业的真本事，是在开放竞争中练就的，同时也为
世界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作出了突出贡献。透过中国新
能源产业的成长，人们能够更好地感知中国先进产能快
速发展的必然性，进而理解中国继续坚持走高质量发展
道路的必要性。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遵循的是新发展理念，绿色可持
续发展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绿色转型是当今世
界的发展潮流，不少国家都通过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
绿色低碳转型创新，努力实现气候行动目标，积极抢占低
碳、零碳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高质量发展是绿
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是中国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转
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解决资源
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之策。现在全球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近一半在中国，全球新能源汽车一半以上行驶在中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已超过 2000 万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
面积来自中国。中国正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
绿色生活等领域形成规模庞大的发展增量，孕育的投资和
消费市场据测算每年将达到十万亿元级。

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日益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
第一动力。突破关键技术，在一个细分行业取得竞争优势，
进而盘活整个产业，最终对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积极
带动，实现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推动中国经济从外延式扩
张上升为内涵式发展以及形成全球竞争比较优势，中国新
能源产业为此提供了有力注脚。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
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全
球经济结构正在重塑。中国高度重视创新，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C919 大飞机实现商飞，国产大型
邮轮投入运营，神舟家族太空接力，“奋斗者”号极限深潜，
国产新手机成为爆款，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扬帆
出海……今日中国，科技日新月异，创新层出不穷，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
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上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高速增长
后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随着中国生产要素相对优势
出现变化，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过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已
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只有不
断创新、以质取胜，突破和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积弊和短
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才能支撑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不
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把握主动。

当下，美西方炒作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矛头直指中国具有全球比较
优势的新能源产业，其实质是通过歪曲抹黑中国高质量发展道路，阻遏中国在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路径。理解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逻辑，就会明白，中
国断然不会被这一话术所“忽悠”。

中国用实际行动已经表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
心无旁骛做好自己的事，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中国
经济行稳致远，必将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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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作为全年粮食“大头”，秋粮收购
以近年来新高顺利结束；以口粮为主
的夏粮有望再度丰收，主产省份仓容、
资金准备充分……最新数据表明，
2024年“中国饭碗”仍将端得牢牢，科
技创新赋能让仓储设备日趋智能绿
色，“大国粮仓”正为万家餐桌提供安
全健康保障。

秋粮入库超2亿吨，粮食
“大头”稳如山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5日宣
布，2023 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
官，收购总量创近年新高。

秋粮主要包括中晚籼稻、粳稻、大
豆和玉米，旺季收购期一般分别于 1
月底、2月底、3月底、4月底结束。秋
粮收购占全年粮食收购量四分之三，
品种多、范围广、数量大，是全年粮食
收购工作重中之重。

“2023年度全国主产区各类粮食
企业累计收购秋粮超 2亿吨，创 2016
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以来新高。其
中，玉米收购量达1.35亿吨，同比增加
520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
局长秦玉云说。

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内容，我国从2016年起推动玉米收
储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改进和完
善宏观调控方式。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
事，作为全年粮食收购“大头”，秋粮

“入库为安”具有重大意义。

夏粮预计入库7000万吨
左右，有仓有钱保“口粮”

立夏已过，芒种在望。夏粮是
全年粮食生产第一季，夏粮的“大
头”是作为口粮的小麦。农业农村
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北方冬
小麦正在灌浆，距大面积收获只有
约半个月。

今年以来，按照稳面积、增单产的
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春耕生产。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冬小麦和
冬油菜种植面积稳中有增，苗情长势
好于去年和常年，如后期不发生大的
自然灾害，将再获丰收。

“预计夏粮旺季收购量 7000 万
吨左右，较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

6300万吨左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唐成说，预
计各地小麦开秤价格大体在每斤
1.25 元至 1.35 元，早籼稻在每斤 1.3
元至 1.35 元，高于小麦每斤 1.18 元、
早籼稻每斤 1.27 元的最低收购价格
水平，大范围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
性不大。

据调度，河北、江苏、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等 6个小麦主产省共准备
小麦仓容近 8000 万吨；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初步安排夏粮收购资金 1100
亿元……

“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
位，物流运输通畅，市场秩序良好，为
保障夏粮收购顺利开展打下良好基
础。”唐成说。

“大国粮仓”：智能、绿色
通往万家餐桌

“天下粮仓”要殷实，更要保鲜、节
粮、减损、降碳，做好仓储科技文章，才
能更好地打赢粮食收购战，端好“中国
饭碗”。

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推进仓储
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基本形成与粮
食生产、储备和流通相适应的粮食
收储保障体系。目前全国粮食标准
仓房完好仓容超 7 亿吨，较 2014 年
增长 36%。

“十四五”以来，国家新建和改造
升级仓容超6500万吨，粮仓绿色储粮
功效和性能不断升级。蓆茓囤、露天
垛等落后储粮形态已基本淘汰。

目前，全球粮食仓储的平均温差
在2℃-3℃。中粮研发的智能化成品
粮低温立体仓储技术，将这一指标压
缩至 1℃以内，目前已在江苏无锡国
家粮食储备库投入应用。

“这项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的粮食
品种调节库内温度，在节能减排的同
时，保证成品粮的食味品质与营养价
值。”中粮科工仓储物流部常务副总经
理张福钊对记者说，以大米为例，在保
障食味品质的同时，可将储备周期延
长1倍，并可增加50%以上的储存量，
就像“平房变楼房”，还可以节约三分
之二以上人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
储 与 科 技 司 司 长 周 冠 华 说 ，截 至
2023 年末，全国共有低温准低温储
粮仓容2亿吨、气调储粮仓容5500万
吨；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
控制在 1%的合理范围内。在确保粮
食数量安全同时，保质保鲜水平进一
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坐秋望夏说饭碗

来自“大国粮仓”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邬焕庆 商意盈 冯源

当杏花烟雨江南的婉约，融入铁马
西风大漠的苍凉，新编越剧《新龙门客
栈》自去年 3月首演以来，迅速赢得了
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追捧。它
的主要演员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
江小百花越剧团）。

在40年前，“小百花”初创之时，就
曾以青春气息和创新气质风靡一时。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传统戏曲如何作答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浙江小百花”现
象可知新，亦可温故。

众里寻她：好一束美丽的
“小百花”

杭州市区曙光路，坐南朝北的杭州
蝴蝶剧场，与西湖只隔一道青山。美轮
美奂的剧场里，随着悠扬的唱腔响起，
《新龙门客栈》火热开演。

声音穿过历史的长廊，回到 40年
前，这里也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诞生
地，彼时却只有低矮破旧的建筑和周边
大片的农田。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以“全女班”
演出而闻名，展现柔美、淡雅、委婉、细
腻的艺术风格。上世纪 80年代初，浙
江越剧发展却遇到了后继无人之困，面
临着“四个花旦两百岁，三个老生两颗
牙”的人才窘境。

为此，浙江省文化部门决定在全省
青年演员中进行“海选”，通过文艺会演
的形式选拔出 28位佼佼者，同时集结
舞台创作等方面的人才，集中培训。

1983年 11月，由这些青年新秀组
成的“浙江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在
港14天连演15场，醇厚的唱腔、扎实的
功底征服了香港观众，“浙江小百花”一
时享誉香江。

次年5月，在众多文艺界人士的呼
吁下，浙江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浙江小
百花越剧团。而演出团中的 28位“小
百花”，绝大部分留杭入团。

老演员赵小珍便是其中的一位。
回忆起 40 多年的从艺路，她笑着说：

“‘小百花’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
改变了浙江越剧的发展方向。”

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钟冶平
认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成立，是浙
江文艺院团一次标志性的改革事件，为
中国越剧乃至中国戏剧提供了不拘一
格、奖掖新人的人才培养方式。

随后，这群平均年龄只有 18岁的
“小百花”们，秉承着“敬业、奉献、合作”
的工作精神和“求精、求新、求美”的创
作意识，迅速在梨园界脱颖而出：

《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西厢
记》和新版《梁祝》等佳作频出，打动人
心，引发共鸣；茅威涛、董柯娣、陈辉玲、
蔡浙飞、章益清等越剧名角深耕艺术，
相继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茅威涛还是

“三度梅”获得者，成为越剧舞台上的一
位领军人物；她们首创“诗化越剧”的艺
术风格，将“写意”戏剧观贯穿从布景到
表演的每一个舞台元素，丰富了越剧乃

至中国戏剧的艺术表现。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学研究所特聘

研究员蒋中崎持续 30多年关注“小百
花现象”。他表示，40年来，“浙江小百
花”以鲜明突出的江南文化特质、注重
时代的审美需求和优化舞台的艺术资
源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国越剧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

从未懈怠：“小百花”跃
“新龙门”

去年 8月，一段“贾廷抱着金镶玉
转圈圈”的短视频，让越剧《新龙门客
栈》在网上火了，主演陈丽君和李云霄
的人气也随之大涨。

“看这部戏，可不能光看‘转圈圈’，
我们要看演员的唱念做打，也要看剧情
中的侠义精神，还要看里面的艺术创
新。”该剧出品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
誉院长兼艺术总监茅威涛说。

2023 年 3月 28日，根据经典武侠
电影《新龙门客栈》改编的同名越剧成
功登台，在服装、化妆、道具上体现出更
具时尚的“新国风”特色，而在舞台设计
上，则采用了“环境式戏剧”样式，使观
众席和舞台处于同一间“客栈”里，让观
众与演员近在咫尺。

“她们的一招一式、表情神态，经得
起观众细细端详，感觉越剧真是又美又

‘飒’！”观众周女士说，此前她对越剧知
之甚少，这次和好友一起观看《新龙门
客栈》，一下子就着了迷。

小百花越剧何以令观众流连忘返？
“持续的创新，让青春靓丽的生命

美与雅致婉柔的艺术美不断碰撞，激
发出新的生命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
副院长、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团长蔡浙
飞说。

40年艺术追求一以贯之，让越剧
舞台留下许多至今难忘的精彩瞬间：

作为越剧创新的“先锋派”，茅威涛
会踢起戏服的下摆，用学自川剧的“褶
子功”让观众看到张生收获爱情后的狂
喜；又会削发、歪脖、缩颈来颠覆自己潇
洒小生的原有形象，演活了孔乙己的迂
腐落魄；还会披头散发，戴上墨镜，白眼
向天，手持二胡演绎阿炳，引得观众狂
喜鼓掌…

作为越剧创新的代表性剧团，“浙
江小百花”在《西厢记》里，首次用上了
旋转舞台，让男女主角同台而不相见，
各怀愁绪；在新版《梁祝》中，男女主角
手中的扇子有如彩蝶翻飞，传递出你侬
我侬的情意；为演《春香传》，她们专门
学习长鼓舞，让观众都猜测“小百花”是
不是请来了朝鲜族演员……

从鲁迅小说到布莱希特戏剧，从古
希腊神话到朝鲜故事，不少文学作品都
成为浙江越剧的改编题材。

一个个精彩的瞬间，是从未止步的
创新理念，更是几代越剧工作者的艺术
追求。

年逾八旬的戏曲导演杨小青是“诗化
越剧”的重要创始人，也是三代“小百花”们
口中的“杨妈妈”。至今仍在导演一线的
她发出感慨：正是因为从未懈怠过对美和
艺术的追求，“小百花”才能久盛不衰。

持续创新：春色满园径向前

今年，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成立
40周年。

新春伊始，剧团开启了新一轮全国
巡演，15个城市、30多场演出，众多经
典剧目连番上场，所到之处引发观众热
潮。有的观众在扬州看罢意犹未尽，又
追随到南京……一位大学生观后说：

“‘小百花’的戏有一种磁场，牢牢地牵
住了观众的心。”

一排排的荧光棒、粉丝们的呼喊……
回想起来，让戏曲演员们大受鼓舞：传

统越剧在革新中发展，才能不断增强自
身的吸引力。

一部作品吸引的是“短期流量”，
“浙江小百花”追求的是一个剧团、一个
剧种甚至传统戏曲的“持续增量”。守
正创新之路上，“小百花”们探索不息：

剧目创新。“小百花”一直注重作品
创新，以量身定制的作品培养演员，以
守正创新的作品吸引观众。蔡浙飞说，
剧团的每一次“超越”，都是以观众的文
化需求为风向标，在了解市场、了解观
众的基础上，找准剧种艺术风格与时代
的对接点、与观众的共鸣点。

传播出新。近年来，“小百花”越剧
除了传统的宣发渠道外，还借助微博、
抖音、B站等互联网平台，拉近与观众
的距离。“持续探索符合时代发展，契合
当代青年观众的表达方式，进一步拓宽
受众范围，为越剧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院长王滨梅说。

人才育新。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还
加强与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校团合作，
于 2008 年和 2019 年开设两期戏曲表
演专业“小百花班”，通过课堂教学舞台
化、艺术实践系统化、流派师承定制化
培养越剧人才。

交流谱新。茅威涛一直在思考中
国戏曲的现代性和世界性问题。10多
年来，她多次率团参加国际知名艺术
节，扩大中国戏曲在海外的影响力。
2016 年，一部由她领衔主演的穿越题
材新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英国伦敦
首演，该剧将汤显祖的《牡丹亭》与莎士
比亚的《科利奥兰纳斯》融合改编，开启
一场跨时空的对话，在此后的欧洲巡演
中反响热烈。

“当越剧走到最高端的国际舞台，
当国外剧团纷纷来引进和改编越剧，就
是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和
增强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茅威涛
说。 （新华社杭州5月16日电）

老 戏 曲 何 以 圈 粉 新 戏 迷
——“浙江小百花”现象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