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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旅 游 产 品 开
发，不妨结合地方资源
和文化优势，努力发掘
游客消费需求与旅游消
费场景的契合点，拓展
更多体验形式

春 意 正 浓 ，百 花 盛 开 ，到 了

公 园 里 游 人 如 织 的 日 子 。 在 武

汉，喊上两个朋友，趁着周末在

城里转一转，没想到收获了一些

小惊喜。

原来，天下闻名的武汉樱花，

不止绽放于枝头。

在东湖赏樱专线的起点，一

所 特 别 的 邮 局 成 为 热 门 打 卡 点

——这里不仅能寄信，还配套售

卖花朵主题的多种文创产品；赏

花主题的地铁专列让人仿佛置身

花海，体验了一番落英缤纷；在商

场街头，还有与花相关的甜点和

布展，让人的心情随着一抹粉色，

暖了起来。

必须承认的是，鲜花自带的

浪漫属性让人向往，游客前来，最

初目的是那一树粉白。可如果游

客只是盯着那锦簇花团，随着花

开花败，人们来了再走，旅游体验

还是过于局限。

其 实 ，从 武 汉 的 实 践 来 看 ，

“赏花经济”的文章，可以做得更

精彩。

以花为媒，让游客为花而来。线下，武汉发出邀

约，实现与全国人民的美好约定，感恩回馈那些对武

汉无私援助的人们。线上，来武汉赏花的宣传片刷

爆网络，“与你相见，就是春天”的推介语，让人们心

怀期待。

以花为题，深挖“赏花经济”内涵。自然风物的经

济价值有其时效，但也不拘泥于时效。捕捉其背后的

文化意涵，由此拓展出邮局、布展、主题地铁专列等种

种体验场景，成了延长“花期”的最佳手段。在武汉，赏

花正从消费美景转变为消费文化，乐在其中的游客，也

有了更多留下来的理由。

由此可想，类似“赏花游”一 类 的 特 色 旅 游 产 品

开 发 ，除 了 一 时 的 推 介 与 保 障 ，还 可以结合地方资

源和文化优势，努力发掘游客消费需求与旅游消费

场景的契合点。当习以为常的“观赏”成为沉浸其中

的“体验”，游客的满意度高了，旅游的附加值自然也

高了。

东风正暖，满园芬芳，一树鲜花的别样开放，让我

们看到地方别出心裁的治理与服务，这是一幅更美丽

的春日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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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3月 30日电 （记者韩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30 日公布今年前 2 月我国轻工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1—2
月，我国轻工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双双回升，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 30112.7 亿元，同比增长 42.4%，实现利润 2001.8 亿元，

同比增长 92.4%。

生产较快增长。受去年同期基数较低等因素影响，1—

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较高，部分轻工行业增加值保持

快速增长，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增长 22.8%，食品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 28.8%。

盈利水平明显回升。 1—2 月，轻工行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 6.6%，与同期全国工业利润率持平，高于制造业利润

率 0.3 个百分点。与轻工行业去年同期相比，提高 1.6 个百

分点。

出口快速增长。1—2 月，以家电、塑料制品和家具等

为代表的 8 种重点轻工商品出口额 67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8%，高于全国出口增速 16.2 个百分点。

“总体来说，前 2 月，轻工行业经济呈现恢复性快速增

长势头，未来发展预期良好。”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

和分析，在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下，国内消费市场继续回

暖，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轻工消费品市场保持稳

步恢复态势，为轻工业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支撑。

前2月轻工营收利润显著回升
8种重点轻工商品出口额增长76.8%

伴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下午 4 时，一

列从江西南昌始发的货运火车拉着 34 个标准

集装箱缓缓驶入福建厦门多式联运港站。

在列车停稳后 ,早已等候在铁轨旁的两

台 吊 机 迅 速 上 前 装 卸 。 仅 10 分 钟 ，装 满 各

种 外 贸 货 物 的 集 装 箱 就 搭 载 一 辆 辆 拖 车 ，

被送到两公里外的海润码头，发往海外。

“陆海切换，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出码头，

在这里，海铁联运无缝衔接！”厦门多式联运

港站负责人洪杰介绍，“要是在从前，可没有

这么方便。”

“过去铁路班次少，海铁衔接不畅，货物

下了铁路，中转到码头还得绕道 20 公里外的

堆场。”回忆起从前，厦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志成说，“时间长、成

本高，凭什么吸引外贸企业走厦门？”

2019 年起，厦门港大力发展海铁联运业

务 。 厦 门 多 式 联 运 港 站 随 之 建 立 ，将 铁路

线直接延伸进了码头后方，海铁衔接距离由

原 先 的 40 公 里 缩 短 至 2 公 里 ，海 铁 联 运 的

“最后关节”被打通。随后，厦门市又协调开

通“厦门—赣州”班列、“厦门—南昌”等直达

其他省份的铁路班列，货物运输的时间大幅

缩短。

家具生产工厂位于江西赣州南康区，原

材料进口地在泰国，就在几年前，为南康代理

木材进口的厦门市全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江小宝还在心疼进口运输的开

销：运输全程 12 天，环节多、费用杂，集装箱空

箱还要回厦门，时间每增加一天，就多产生一

天费用。

随着厦门海铁联运业务的开展，一条高

效益低成本的木材进口新通道在眼前清晰呈

现：从泰国出发，走林查班—厦门的海运专

线，经厦门港中转后直接衔接厦门—赣州的

铁路专列，一路畅通。

江小宝算了一笔账：这么一走，不仅在赣

州就可以还箱，全程的运输时间还从原来的

12 天缩短到 7 天。这样一来，每个集装箱的

超期使用费就能节省近 3000 元。提速即降

本，交易一拍即合。

当中缩短的运输时间从哪来？厦门远海

集装箱码头商务总监吴朝阳对此感受深切：

“货物走海运，通常情况要等货物到港后再联

系海关查验，如今提前报关、提前反馈。货物

还没到港，厦门海关人员已经在港口等候，通

关时间大幅缩短。”

“我们想办法在海铁联运的各个环节中

提 高 效 率 和 服 务 质 量 ，通 过 提 效 带 动 成 本

下 降 ，吸 引 更 多 外 贸 企 业 货 主 选 择 厦 门

港。”厦门港口管理局港航物流处处长郑国

政说。

建设码头铁路专用线，缩短海关查验时

间，推动“卸船直提”，装船作业“零待时”……

得益于厦门市港口管理局、海关、自贸委、口

岸 办 等 多 部 门 合 力 推 出 的 降 本 提 效“ 组 合

拳”，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认准“海铁联运”这

个招牌。2020 年，厦门港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1140 多 万 标 箱 ，其 中 海 铁 联 运 集 装 箱 完 成

5.15 万标箱，逆势增长超 40%。

厦门市多措并举推进海铁联运业务

无缝衔接 企业获益
本报记者 刘晓宇 王崟欣

本报兰州 3月 30日电 （记者付文）记者从甘肃省政府

办公厅获悉：2020 年，在甘肃适用的 428 项税收优惠政策全

部实现“不来即享”，共为企业减税降费 159.6 亿元。

据介绍，甘肃去年以“办事不求人”为目标，把推广“不

来即享”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抓手，建成省涉及优惠

政策精准推送和“不来即享”平台，建立了涵盖 43 个部门的

涉企“政策库”、覆盖正常运行所有企业的“企业库”，累计纳

入企业 41.9 万户，其中，中小微企业占比 99.8%。

当地利用大数据和智能化技术，通过微信、短信、统一

服务电话等多种手段，把最新的涉企政策第一时间推送到

对应企业。通过“不来即享”平台，政策精准推送至符合条

件的企业，企业在线提交申请后无需提供其他材料，经系统

自动受理后即可享受优惠政策。

优惠政策“不来即享”

甘肃去年为企业减负159.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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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机械化，种地更轻松，“智慧春耕”

的出现让轻松种田、科学种田成为可能。今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智慧农业，

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从田间墒情监测、智慧农场、虫脸识别

系统，到智慧平台为农户提供培训、农资供

应等信息支持，记者近日走访河南、江西、广

东、黑龙江等地，看到各类高科技在春耕中

的 运 用 ，也 感 受 到 身 处 其 中 的 农 户 们 的

欣喜。

“坐在家里就能查看庄
稼的生长状况”

春雨贵如油。3 月下旬，一场期盼已久

的降水让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卫溪街道傅庄

村的种粮大户付太华喜上眉梢。他打开农

用气象信息 APP，一张色彩鲜明的“鹤壁市

土壤水分分布图”映入眼帘，自己承包的 500
亩耕地全部处于代表适宜的绿色区间。

“叮叮！”正在此时，鹤壁市农业气象试

验站发来了《农用天气预报》。记者接过他

的手机一看，在灌溉和施肥气象等级预报图

上，鹤壁全市都标注为较适宜的蓝色，而喷

药气象等级预报图上，鹤壁全市都标注为不

适宜的红色。“这表明，现在这天儿，虽然下

了雨，但还不能完全满足小麦生长所需，应

该继续灌溉，同步进行施肥，但不能喷药。”

付太华说。

说罢，付太华带着记者来到了浚县 30 万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近 500 米长的游走式

喷灌机，正“整装待发”。

游走式喷灌机 1 天可浇灌农田 1200 亩，

灌溉的情况怎么样？“田间地头的气象监测

站，每分钟都在监测苗情、墒情和温度，把数

据实时传回农业气象试验站处理后，就形成

图像传送到了咱农户的手机上，一目了然！”

说话间，付太华轻点控制 APP，设定好程序，

游走式喷灌机和田间的固定喷头一同开始

工作。

点开图像模块，田里的实时图像传来，

能看到绿油油的麦苗挂上了水珠。付太华

笑着对记者说，“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

机，地上有气象站，田里有摄像头，实现了全

方位、全天候的苗情、墒情监测。坐在家里

就能查看庄稼的生长状况，再也不用像过去

那样两脚泥的往田里跑了！”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和国家首批

现代农业示范区，浚县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的

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视化水平，曾被农业农

村部评为“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评价先进县”。“接下来，我们将把这些先进

技术向全县的 107.6 万亩耕地逐步推广。”浚

县县委书记王海涛说。

“APP能帮我们种地拿主意”

眼下正是“春耕人在野”的时节。记者

来到江西南昌县蒋巷镇，一望无际的万亩良

田中却不见弯腰播种或插秧的农民。湛蓝

天幕下，只有几架臂展两米、红黑相间的无

人机缓缓起飞，机上搭载着播种器。无人机

在低空匀速飞行，将种子撒进水田。

这里是江西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总经理

邹泰晖看着天上缓缓飞过的无人机，感叹

道，“以前抢农时靠人干活，现在我们靠手机

就能种地。”

田 边 ，埋 在 土 里 的 探 测 器 将 土 壤 的 深

度、湿度等数据实时传回农场的中央控制系

统，农场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判

断选择使用农机插秧还是无人机直接播种。

“你看，这里的土壤深度是 40 厘米。”邹

泰晖拿起手机，打开“大田智慧农业”APP，

点击对应的土地编号，屏幕上立刻显示出这

块土地的各项参数，“APP 能帮我们种地拿

主意，当土壤深度超过 30 厘米的时候，插秧

的机器会下陷，所以更适合用无人机播种。”

按照手机上设定好的路线，无人机在农

田上空播种，飞完路线后再次回到了起点，

缓缓降落。南昌智慧大田农业公司的技术

专家肖继人打开播种器，里面还剩下一半种

子，“无人机直播比人工播种省种子，种子撒

得均匀，效率高。”

大 田 农 社 智 慧 农 场 目 前 流 转 了 1.5 万

亩土地，却只雇用了 26 名专职农民，娄助云

就是其中一名。如今，他将承包的土地流

转给了大田公司，自己负责智慧农场里的

500 多亩地，“干活比以前轻松多了！机器

插秧一天能插 50 亩，无人机播种一天能播

200 多亩！”

今年，蒋巷镇需要完成种植至少 10 万亩

早稻的任务，智慧农场就承担了其中的 1/10
左右。望着刚换好电池飞向下一块土地的

无人机，邹泰晖说，“肯定没问题，大约 8000
亩地可以采用机器插秧的方式，剩下的 2000
亩采用无人机直接播种，不久就能播完。”

“效率提高，不得不提虫
脸识别”

人勤春来早，生产正当时。在广东江门

台山市都斛镇的万亩优质水稻高产示范园

中，天上地上各种高科技农机，给紧张忙碌

的春耕带来了满满的科技感。

农户李胜业承包了 800 亩稻田，往年是

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却悠闲不少。“以前喷

洒 农 药 ，4 个 人 1 台 拖 拉 机 ，要 8 天 才 能 完

成，现在 1 个人 1 台无人机，两天就可以搞

定了。”说着，李胜业带记者看了田里几个

长方体的箱子，“说起来，效率提高，不得不

提虫脸识别。”

李胜业说的“虫脸识别”，指的是智能识

别虫情测报系统。

“在夜间，这个设备可通过灯光把虫子

吸引过来，再由设备内置高清摄像头拍照，

上传到云平台，几秒就能识别虫子种类、数

量，常见的 20 多种虫类基本都能识别，准确

率可达 90%。”广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林小军介绍，“系统可以根据识别

的结果，进行分析与预测。达到一定的警戒

值，就会发送提醒信息到系统，引起管理部

门及农户的注意。”

“比如说，常见的稻飞虱，一般达到 100
的警戒值，我的手机上就会收到信息。”李胜

业说，“以前打药，别人说什么药好就买，看

到地里的虫就打药。现在通过虫脸识别系

统，要买什么农药、什么时候打、打多少量，

心里都有了数，不仅农药使用量下降，也更

能保证粮食安全。”

事实上，不仅有虫脸识别系统，这里和

它相互配合使用的设备还有很多。比如小

气候检测设备，能够实时看到稻田里的光

照、温度、风速等信息。

“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通

过建立物联网络，对植株生长、农田小气候、

土壤墒情、病虫情等影响因子进行实时监

控，就像是医生给稻田做全身体检，把各项

数据量化。”林小军说，这些数据结合起来，

可以全面了解稻田的情况，也为农户的种植

决策提供了有效依据。

“这个信息平台真是又
便利又实惠”

“大春，最近大屏幕上有啥新东西没？”

在黑龙江五常市安家镇兴业村益农信息社，

村民马玉海一边和信息员马春搭话，一边在

可触摸终端设备上左右滑动，查找感兴趣的

内容。

“又新上了几个农技视频，都是专家讲

授 的 ，挺 实 用 ，有 啥 问 题 还 可 以 给 专 家 留

言。你扫描边上那个二维码，下载‘惠农助

手’APP，上面的内容和这里一模一样，以后

在家里就能看，更省事！”马春帮着马玉海将

APP 下载到手机里，为他示范操作方法，马

玉海很快就“上手”了。

“这个信息平台真是又便利又实惠！”提

起智慧平台，马玉海赞不绝口。3 月初备耕

期间，他在平台上看到农资供应商的信息，

下单了一批化肥。“在平台上买一吨化肥能

便宜将近 400 块钱，都是品牌厂商，质量也靠

得住，省心省事。”

在手机上打开“惠农助手”APP，“春耕

生产进行时”“权威政策早发布”“保供稳价

民安心”“农业专家讲技术”等栏目十分醒

目。“咱农民在意的，一是有哪些最新信息，

二是买农资怎么能经济实惠，这个平台都能

满足。”马玉海说。

近年来，黑龙江以打造现代农业综合服

务平台为目标，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加快建

成覆盖农村、立足农业、服务农民的“信息高

速公路”，农民不出门就可享受便捷高效的

信息服务。

“今年备春耕期间，我们就提供了千余

条农技信息，为春耕生产提供信息技术支

撑。为了更好地推广，我们还会选择相对年

轻的、语言表达能力强的、有号召力的村民

担任信息员。目前，统计到的平台在线活跃

用户就有 3 万余农户。”黑龙江省农业农村信

息中心信息建设管理科科长韩春晖说。

东风吹绿，万物复苏，黑土地即将迎来

新一轮耕耘，马玉海家 60 亩水稻田也已经准

备就绪。“我家种的是稻花香，现在只等 4 月

初温度升上来开始育苗，顺着农时干，准没

错！”马玉海充满信心。

图①：近日，在江西南昌县大田农社智

慧农场，无人机在油菜田里喷农药。

李 轩摄（人民视觉）

图②：近日，在河南省浚县，大型游走式

喷灌机“阔步行走”在田间。 资料图片

图③：2 月 10 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的智慧农业产业园，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无土

栽培的番茄。 张忠苹摄（影像中国）

智慧农业 助力春耕
本报记者 毕京津 杨颜菲 姜晓丹 方 圆

■田间地头看春耕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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