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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观众在贵州省黔西市
横店电影城电影海报前留影。

国家电影局2月18日发布数据，
我国2024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达80.16
亿元，观影人次为1.63亿。

新华社发（范晖 摄）

点亮“中国红”，贴上“中国
福”，舞动中国龙……

当举国上下热热闹闹欢庆农
历龙年春节，世界各地也正以不同
方式共贺“中国年”。人们期待，中
国“春节经济”的东风将给世界送
来新的发展机遇。

“放眼全球仍然是‘风景这边独
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节
团拜会上这样评价当前中国经济。

踏遍青山，历经崎岖，才能领
略这边风景独好之珍贵。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通
胀高企令一些国家物价飙升，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上
升，让跨境贸易投资变得更难，一
些家庭甚至被战争或灾难撕碎，世
界充斥着动荡和不安。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
一年，中国战胜多重困难挑战、顶住
下行压力，经济总量超过 126 万亿
元、增速达到5.2%，粮食总产再创新
高，就业、物价总体平稳，虽经济增
速有所放缓，但仍高于全球3%左右
的预计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名列前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
引擎。中国经济大盘坚实有力，也是
世界经济的重要“压舱石”。

“人在天上宫阙，心念祖国家
人”“人有鲲鹏志，国呈龙虎姿”……
农历除夕，神舟十七号航天员乘组
在中国空间站给大家拜年，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塑造
新质生产力“进”的势头。

“风景这边独好”不只体现在
宏观经济数据上，更展现在千行百
业、万家灯火之中。

“今年订单已经回稳，我在非
洲和同事们一起过年。”一位外贸
企业负责人开年以来已经走访了
美国、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虽值
春节长假，许多企业已经争分夺秒
出海跑展会、谈生意、交朋友。在他
们身上，无不彰显着“韧”的力量。

这“风景”，是消费回暖，持续
升温。看车站、机场熙熙攘攘，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看文旅市场红红
火火，景区、电影院、博物馆人气十
足；与越来越多国家迈入“免签时
代”，入出境游客均大幅增长；电商
平台、线下商超过年不打烊，“中国
风”商品热销海外。

这“风景”，是产业向“新”，民
生更“暖”。春节假期，大批建设者
们依然在热火朝天地工作着，从交
通基础设施到灾后恢复重建，一项
项重大投资建设稳步推进，规模
大、结构优、带动能力强，着力补短
板惠民生。

这“风景”，是开放合作、互利
共赢。中老铁路、中欧班列等一列
列跨境列车化身“年货班列”，为节
日餐桌送上“洋年货”。自贸“朋友
圈”越来越大，造福民生、惠及各国
的合作项目落地开花。各国人士的
新春祝福纷至沓来，老朋友越来越
铁，新朋友越走越亲。

一路走来，这“风景”里最动人
的，是中国人凝心聚力、克难向前
的身姿。

新年伊始，各地各部门加快高
质量发展实招频出，一系列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大部署扎实推进，即将
召开的全国两会，将通过法定程
序，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的战略决策转化为国家意志、具
体举措、务实行动……

甲辰龙年已至，以龙腾虎跃、
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沿着中国人
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
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义之路，
新时代中国一定能开辟更加美好
的“风景”！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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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票房达电影票房达8080..1616亿元亿元

共赴中国经济

更好“风景”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王悦阳

多地景区门票售罄，庙会大集人潮
涌动，热门餐厅排起长龙，电影票房刷
新纪录……刚刚结束的春节长假，国内
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总花费 6326.87
亿元，春节档票房突破80亿元。鲜活滚
烫的数字背后，是热闹红火的消费场
景，是“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幸福图景，
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的活力。

累计近23亿人次出行

2024 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的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2 月 10 日至
17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2.93亿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 9946 万人
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1.66亿人次，其
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
客车人员出行量19.80亿人次，公路营
业性客运量 1.86 亿人次；水路客运量
941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799万人次。

在河南，定制客运解决了人们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为满足春运出行
个性化需求，河南省交通运输服务部门
鼓励客运企业在现有开行班线基础上，
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加大运力投入，实
现“门对门”“点对点”一站式服务。目
前，豫州行定制客运已覆盖河南全省，
累计开通定制客运线路230条，定制车
辆将近1700台。

不少人选择春节自驾，各地强化服
务保障。吉林省交通运输服务部门在京
哈高速公路主线德惠、陶赖昭等服务区
临时增配移动充电车辆，为服务区附近

的新能源汽车进行应急充电。“车给车
充电我是第一次用，操作挺方便的，再
也不怕没开到服务区就电量低了，心里
踏实不少。”车主李先生说。

针对春节期间的出行高峰，各地各
部门统筹做好雨雪冰冻、大雾等恶劣天
气应对准备，通过加大重点时段、热门
航线运力储备和供给，加开车次等服务
保障好出行需求，同时加强出行信息
引导。

旅游成为“新年俗”，多个景区“人
从众”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春节假期8天全国国内旅游出游4.74亿
人次，同比增长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
游 总 花 费 6326.8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
长 7.7%；入出境旅游约 683 万人次,其
中出境游约360万人次，入境游约323
万人次。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春节假期，受政策、供给、宣传等
多种利好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出游意愿
高涨，出游人次和出游总花费等多项指
标创历史新高，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繁
荣有序。

——国内游“南北互动”。在哈尔
滨、长春、沈阳等地感受冰雪，去三亚、
海口、广州等地温暖避寒。相关平台数
据显示，春节假期，跨省游订单占比
57%，同比去年翻番增长，“冰雪游”“避

寒游”最为火爆；“古都游”也备受青睐，
预订量同比去年增长115%。

“我专门换上汉服来看秦淮灯会，
莲花灯、生肖龙灯都好震撼。”河南游客
小陈大年初二和爸妈来到南京，开启古
都“穿越”之旅。

——定制需求增多。今年春节假
期，高品质文旅产品需求更旺盛，自由、
个性化的定制游显著增长。携程数据显
示，定制游订单同比增长超5倍，西安、
丽江、阆中等地区的年味主题定制线路
今年春节订单同比增长超10倍。

此外，入出境旅游复苏加快。飞猪数
据显示，出境游热门目的地正由“4小时
飞行圈”向“12小时飞行圈”拓展，过半热
门海外目的地订单超过2019年同期。

“今年春节旅游市场消费规模呈现
旺盛活力，各地旅游需求延续强劲增长
势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
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
为，多样旅游产品叠加传统节日体验，
打造出“开开心心旅游去，欢欢喜喜过
大年”的浓厚氛围。

线上线下火热，消费潜力进一步激活

“忙得脚不沾地。”成都吼堂老火锅
的一位店长感慨。春节假期，她所在的
门店平均每天翻台九到十轮以上，美团
平台上排队等位上千桌。

连日来，各地餐饮门店“热气腾
腾”，餐厅门前排起长龙，不断刷新叫号
提示。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春节假
期前5 天，全国多人堂食套餐订单量较

去年增长161%。
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监测，春节期

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
比增长 8.5%，绿色有机食品、金银珠宝
销售额同比增长20%左右；重点监测大
型连锁超市即时零售销售额同比增长
近10%，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
增长17%。

重庆新世纪百货推出集平台补
贴、商家折扣等多重优惠为一体的

“潮聚中国年”主题促销活动；在安
徽，老凤祥银楼上百家门店春节期间
在美团直播间派送优惠福利；KTV里
吃火锅、足疗店里看电影、游戏厅里
抓娃娃，传统年味与多元业态结合，
夜游、夜展、夜食、夜购、夜演等夜
间消费业态不断升温。

“新潮”是消费关键词——马面
裙、新中式等服饰成为爆款，车厘
子、帝王蟹等更多进口“洋味道”出
现在年夜饭中，洗碗机等智能产品销
售快速增长。春节叠加情人节，京东
数据显示，近期鲜花包裹寄递量较此
前上涨3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
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认为，各地促消费重
点聚焦具有消费增长潜力的传统大宗
消费和新型消费领域，同时依托本地特
色优势，打造出多元化消费场景、多层
次消费体验。

“文化大餐”精彩纷呈

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80亿元，各大

博物馆一票难求，非遗民俗表演现场人
头攒动……主题多样、精彩纷呈的文化
活动，丰富了年味浓郁的春节假期。

根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4年
春节假期全国电影票房为 80.16 亿元，
观影人次为 1.63 亿，相比 2023 年春节
假期票房和人次分别增长了 18.47%和
26.36%，均创造同档期新纪录。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认为，
《热辣滚烫》《飞驰人生2》《第二十条》等
影片聚焦现实题材，呼应受众期待，让
观众在龙年伊始充分感受到快乐、感动
和正能量，推动票房持续走高。

灯塔专业版数据分析师陈晋介绍，
今年三四线城市票房份额较去年显著
提升，家庭观众数量增长明显。沈阳市
民杨荣文全家一起观看了《飞驰人生
2》，“电影很好看，回来路上我们还在讨
论，春节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习惯”。

观展览、看文物、赏民俗，全国各地
“博物馆过大年”活动如火如荼。在江西
省博物馆看“御瓷归来”主题特展，在广
东博物馆寻祥龙、印版画、拓纹饰、集印
章，甘肃简牍博物馆联动洞窟沉浸式体
验剧《乐动敦煌》再现丝路重镇2000多
年前的模样……

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特色庙会、展
演好戏连台，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与年
味创新融合，欢声笑语中寄托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期待。

（记者宋佳、叶昊鸣、徐壮、谢希瑶、
王鹏、崔翰超）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出游热 消费旺 年味浓
——2024年春节假期盘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从最新数据看，中国羊肉产量前十
省份中，内蒙古排第一，也是全国唯一一
个产量超百万吨的省份，新疆排第二，羊
肉产量超六十万吨。

在中国人的印象里，新疆的羊肉名
气很大，事实上也是这样：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03 年，新疆羊肉产量 45.54
万吨，内蒙古羊肉产量 45.32 万吨，在
2003年前，新疆羊肉产量一直是全国第
一名；然而，2004年起，新疆羊肉产量开
始低于内蒙古，到2008年，新疆羊肉年
产量约为 46 万吨，远低于内蒙古的
84.84 万吨，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新疆、
内蒙古两区的羊肉产量始终差了不到
一倍。

冷静想想，新疆羊肉的名气是从美
食界闯出来的，比如烤羊肉串、烤全羊、
清炖羊肉、羊肉手抓饭等等；而内蒙古不
论是羊还是牛，都是从产业品牌闻名全
国的，比如小肥羊、伊利、蒙牛。

这样一比较，大概、好像、隐约知道
了新疆羊肉产量排第二的原因。

羊肉上产量，
先得有饲料吃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
新疆草地77978.97万亩，其中天然

牧草地59397.13万亩；
内蒙古草地81561.26万亩，其中天

然牧草地71882.99万亩；
从数据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新疆草

地面积、天然牧草地面积均小于内蒙古。
有大面积草地资源可以为牲畜提供

丰富草料，因此内蒙古饲料粮储备多年位

于草原牧业地区全国前列，饲料地耕作面
积也位于全国前列，这为内蒙古肉羊产业
发展提供了重要饲草料资源保障。

近年来，新疆各地有序采取封育禁
牧、轮牧、休牧等措施，加大草原生态保
护工程建设力度，完善修复治理措施，巩
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动态优化调
整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区。

在有序推进草原生态保护工程中，
天然草原载畜量大幅减少，农区高产、优
质人工饲草料地出现不足情况。

尽管新疆各地陆续在适宜区域采取
围栏、灌溉、补播、施肥等改良措施恢复
草地生产力，选择条件适宜地区依法依
规科学合理利用未利用地资源等措施发
展人工饲草。但受种植结构、水资源等因
素影响，人工饲草料地保留面积仍不能
满足冷季舍饲的需求。

为了支撑当地肉羊肉牛产业发展，
有地州市每年要从甘肃、内蒙古等地调
入大量饲草，以做好饲草料储备，确保牲
畜安全过冬。

除人工种植饲草不足外，饲草料加
工、转化率需提高。农作物秸秆作为目前
新疆畜牧业饲草原料之一，主要经简单粉
碎后饲喂，转化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饲草问题直接影响着新疆畜牧业生
产方式转变，是限制新疆羊产业发展瓶
颈之一，因此，口粮无忧问题亟待解决。

羊肉上产量，
品种得有保障

2023 年 11 月 24 日，中国地标节组
委会、《品牌观察》杂志社联合发布《国家

地理标志羊品牌价值排行榜》，全国 22
个省份共125种羊（肉）上榜，其中内蒙
古20个、甘肃15个、青海13个、山东11
个、山西10个、四川与新疆各8个。

新疆羊肉出名，羊肉产量却不是全
国产量第一，“国字号”羊（肉）数量更是
没挤进前三，这是为何？

肉羊生产的短板主要在单产，品种
改良是提高肉羊单产、发展肉羊产业的
关键。

目前，内蒙古已培育肉牛、肉羊品种
23 个，是全国培育品种最多的省份。国
家级畜禽保种场数量达到11家，数量居
全国第四。全区核心育种场数量达到20
家，牛羊核心育种场数量保持全国首位，
核心育种场总数晋升至全国第二位。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打造名优羊
（肉）产品，新疆一直在努力，仅2022年，
新疆新认定自治区级核心育种场 5 家、
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3 家，新增国家级
羊核心育种场1家。

虽然新疆多地通过实施品种改良、
良种繁育、人工授精等技术提高羔羊繁
育能力，推进肉羊经济杂交利用率，部分
羊逐步从养殖普通生产羊向肉羊转型，
近几年新疆羊肉产量及产值总体上不断
提高。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新疆
羊肉越来越高的人气，新疆羊存栏数量
依旧主要满足本地供给，名优羊（肉）产
品畅销全国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在畜牧养殖方面，新疆也不是没有
成功经验。不久前，新疆卖出了全国最贵
羊毛——30 元/公斤，产自新疆巩乃斯
种羊场。1954年在这个种羊场育成了我
国第一个细毛羊品种——新疆毛肉兼用

细毛羊，它的育成结束了我国没有细毛
羊品种的历史。此后几十年，新疆科研工
作者持续开展细毛羊选育与提高工作，
经过几代畜牧专家精心培育，中国美利
奴（新疆型）细毛羊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当然，通过育种提高羊生产性能这
条路，新疆乃至全国畜牧科研工作者都
在努力，羊多胎新品系培育也不断取得
阶段性成果。

羊肉上产量，
龙头企业很关键

几十年间，羊产业经历了“毛用”“毛
肉兼用”“肉主毛从”的转变。

不可否认，地缘优势是内蒙古羊产
业发展的加速器，距离人口大省、消费大
省，内蒙古要比新疆近很多。当面对是选
择眼前现成生意，还是做加工、管运输、
谈销售时，小规模养殖户肯定是更愿意
选择前者，少费时费力就能卖出去不是
更好吗？

因而，大部分新疆羊在本地就能消
化完，而内蒙古羊（肉）可以凭借运距短
的优势，成为周边省市“肉库”。

说起内蒙古羊（肉）龙头企业，首先
想到的应该就是“小肥羊”，而新疆却没
有类似具有高知名度的品牌。

在餐饮消费升级和选择多元化的过
程中，以小肥羊为代表的企业走出内蒙
古大草原，为大众所熟知和喜爱的同时，
也带动了当地羊（肉）产业链建设，促进
了当地羊（肉）产业发展。

虽然近几年，在政府和疆内乳制品
加工龙头企业共同推动下，乳制品加工

产业链相对完整，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
高。但占主导地位的畜产品产业精深加
工相对滞后，产业链较短，且不够完整。
究其原因：

一是新疆肉类加工业发展较快，虽
然有闯疆外其他省市市场的企业，但目
前还没有形成强势产业，加工业链条短，
相对于内蒙古成熟产业化体系，新疆缺
乏具备完好分割、排酸、存储、提高肉附
加值和出肉率的加工企业。

二是产品市场开拓能力有限，新疆
的地理位置使得羊肉大部分需要通过冷
链物流运往疆外其他省市，运输成本高，
导致价格优势不明显。

提升新疆羊肉产量，新疆也在下功
夫。除了出台政策措施，新疆各地也在陆
续探索以规模养殖合作社和公司为龙头
培育种羊，并依托地域区位优势，发展羊
肉屠宰加工与市场销售，逐渐丰富羊肉
品类，提高肉羊产业链附加值，推动区域
品牌建设，我们也看到此举之下，新疆羊
搭乘飞机、冷链车逐步销往全国各地。

有网友说，在新疆吃一次地道的新
疆美食，离开后再提起新疆，最心心念念
的还是满嘴鲜美的羊肉味儿。

新疆旅游热度上升、游客人数平稳
增长，越来越多人领略了新疆羊肉的魅
力，从“我不吃羊肉”到“我爱吃新疆羊
肉”，新疆羊的口碑正一步步积累起来。

随着消费市场的拉动、饲养管理方
式和科技支撑服务等方面力度的不断加
大，新疆羊肉生产能力在稳步提升，羊存
栏量及羊肉产量均波动增加，新疆羊肉
产量大幅提升、走出新疆这事也不会太
久远！ 来源：石榴云

新疆和羊肉产量第一省份间差了什么？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李嘉妮

商务部将 2024 年定为“消费促进
年”。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近日表示，商
务部将坚持“政策和活动”双轮驱动，办
好系列消费促进活动，推动消费从疫后
恢复转向持续扩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

具体来看，办好“消费促进年”主要
包含以下五方面举措：办好“消费促进
年”系列活动、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培
育壮大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优化
消费环境。

盛秋平表示，2024年商务部全年将举
办4大主题活动，开展12场重点活动。同
时，商务部将大力发展数字消费，实施数字
消费提升行动，推动跨境电商深化试点；稳
定和扩大汽车、家电、家居等传统消费，便
利百姓生活；完善支持政策，制订促进服务
消费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完善以步行街
为引领、智慧商圈为支撑、便民生活圈为基
础的城市商业体系，持续释放城乡消费潜
力。

来源：新华社

商务部：

以“消费促进年”为契机
办好促消费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