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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的乡村，进入丰收季，也迎来消

费季。广袤农村，枝头鲜果飘香，田畴稻谷金

黄，一辆辆货车满载，农产品从田间“走”上餐

桌；集贸市场，山货土产琳琅满目，家电家具

种类齐全，消费品“飞”入农家小院。

国庆假期，乡村消费人气旺盛、亮点十

足。火热市场印证了乡村消费的强劲动能，

今 年 1 至 8 月 ，乡 村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36798 亿

元，增长 17.2%。截至 2020 年，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增长速度连续 8 年快于城镇。

消费市场升级

既有量的增长，又有质的提升

国庆假期，趁着商家活动多，53 岁的唐

小强喜提新“座驾”。

秦岭脚下，集市人头攒动。陕西西安鄠

邑区同兴村村民唐小强，直奔汽车店，看着新

车，他欣喜不已，“一下子相中这款 SUV，开

着有劲，坐着舒服。家里的旧面包车，拉人、

运货，出了 10 年多的力，也该换了。”

这几年，唐小强置办的大件可不少，“20
多年前，我买了一台 14 英寸黑白电视，花了

400 多元，心疼好一阵。如今，日子松快了，

电视从‘大疙瘩’换成‘大屏幕’，冰箱、空调、

洗衣机等家电越来越全乎。”

从图实用到图舒适，从保温饱到重品质，

消费升级体现在日常点滴。“就拿吃的说，现

在大鱼大肉吃得少了，家里多了新鲜蔬菜、水

果等，清淡又健康。”唐小强说。

吃得健康、穿得舒适、用得方便，近年来

乡村消费升级态势明显，不仅有量的增长，还

有质的提升。2020 年，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

额从 2015 年的 41932 亿元增长到 5.3 万亿元，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

医 疗 保 障 消 费 支 出 分 别 比 2015 年 增 长 了

35.1%、58.3%和 67.6%。

多 重 利 好 因 素 ，支 撑 农 民“ 购 物 车 ”升

级。“发展特色产业、外出务工、返乡创业等让

增收路子更宽。钱袋子鼓起来了，农民消费

底气足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分析。今年上半年，乡村产业呈现

良好发展势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到 9248 元，同比实际增长 14.1%。

同兴村是远近闻名的“西瓜村”，西瓜产

业带火了村民的日子。“我家 3 亩西瓜、5 亩猕

猴桃，一年能赚 20 多万元。”唐小强算起账。

“村民们消费理念变了，不再是能省就

省、能用就行，也开始追求舒适健康的生活方

式。”同兴村党支部书记温来宏说。

激活乡村消费巨大潜力，离不开政策扶

持。“拖拉机开进大棚里，省工省钱。”唐小强

说，两台拖拉机 7 万元，光补贴就 1.7 万元。

农机购置，可根据购买价格给予一次性补贴；

选择智能化空调，按照“煤改清洁能源”相关

政策，每户补助最高达 3000 元……鄠邑区出

台优惠政策，激发农民消费积极性。

“家电下乡、新能源汽车下乡、送货下乡

等活动既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又让农民得实

惠。接下来，各地应在完善水路电网设施、改

善售后服务上多下功夫，让农民既买到好产

品，又有好体验。”郑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

任沈琼说。

商业设施完善

商超、便利店让村民消费更便利

“覃爹爹，又来啦！”

“买 2 瓶驱蚊剂、1 个玻璃罐。”在湖北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走马镇周家峪

村，村民覃业明来到综合服务社置办日用品。

300 多平方米，整齐的货架，米面粮油、

日用杂货、农资农具摆放得满满当当，综合服

务社改变了村民生活。“以前，掐着指头赶集，

去一趟镇里走 20 多公里，买啥都不方便，平

时得省着用。”覃业明说，早上背着空篓子去，

回来的时候背篓满得都冒尖了。

村民田琼深有感触，“前不久，女儿出嫁，

瓜子糖果、瓜果蔬菜在综合服务社就买得到，

方便多了。”综合服务社提供上千种商品，每

年销售额估算超 200 万元。

周家峪村党支部书记陈昌福说，像这样

的综合服务社，村里还有 4 家，可确保村民不

出远门，就能买到生活生产用品。

村里有便民商店，镇上还有综合超市。

“空调、电视等大品牌很全，女儿新家的不少

家电家具，都是在镇上买的。”田琼说。

不让群山阻隔村民的消费热情。恩施州

不断完善农村商业设施体系。“我们在县乡新

建商业设施，完善乡村菜市场、便利店、农资

配送站等网点，建设多个‘半小时商业服务

圈’。”恩施州商务局局长张远虚介绍，目前村

级综合服务社有 1281 个，覆盖全州 89.63%的

行政村。

看 全 国 ，农 村 商 业 设 施 短 板 正 不 断 补

齐。“我国有 2.1 万个镇，当前农民消费主要

集中在镇。过去因超市、便利商店、集贸市

场等设施布局不合理，优质产品难以直达农

村，农民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完全满足。”沈琼

介绍，接下来，各地应根据自然条件、人口分

布等，因地制宜补短板，县城改造升级综合

商贸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乡镇改造升

级乡镇商贸中心，村里改造升级新型连锁便

利店等。

完 善 商 业“ 硬 环 境 ”，也 要 改 善“ 软 环

境”。“一些农民辨识能力较弱，维权意识相对

薄弱，农村市场监管难以全部覆盖，这些都会

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沈琼建议，应强化源

头治理、提升农村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监管力

度，绝不能让假冒伪劣商品下乡。

是否明码标价、散装食品卫生达不达标

……在恩施州，市场监管部门列出问题清单，

每年启动两轮全覆盖检查，仅走马镇今年就

现场处置相关案件 7 件，立案处置 3 件。

农村电商势头好
一根网线连接城乡、畅通供需

直播间里，吆喝不断，“点赞”满屏，一根

网线，让赵华锐的红薯“今天在地头，明天在

路上”。

红薯地里，农机轰轰前行，一个个饱满的

红薯从土里“跳”出来，收获的镜头记录在手

机里，让不少网友直呼新鲜。“正值国庆假期，

下单的特别多，最多一天能有 4000 多单，卖

出了 2 万斤。”山东德州夏津县银城街道后赵

庄村种植大户赵华锐说。

红薯是后赵庄村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

2 万余亩，红薯地窖 2500 多座。赵华锐返乡

创业，认准电商这条路。“鲜食红薯通过直播，

走零售市场；薯片、薯干等初加工产品通过电

商平台，走批发市场。”

“电商不仅打开了销售渠道，还减少了中

间环节，相比传统批发市场，收益可增加 25%
以上。”赵华锐说，“我们从种红薯升级为种储

加销全链条，链条长了，红薯‘身价’涨了。”

电商为农产品上行打开了通道。 2014
年以来，商务部等部门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累计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和物流配送中心 2000 多个。今年上半年，全

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2088.2 亿元。

一根网线，也让优质消费品下沉到广大

乡村。赵华锐介绍，平时吃穿用的，不少村民

习惯在网上买，选择多、价格还便宜，家门口

就能收包裹。当前夏津县正着力打造县—区

域中心—乡镇—村四级电商快递物流站，实

现电商快递物流“村村通”。国家邮政局数据

显示，1—7 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

量超过 200 亿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近万亿元。

发展农村电商，畅通物流是关键。“当前

要着重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让村民

真正享受电商便利。同时要加快补齐网络通

信、冷链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短板，为农村电

商增添发展后劲。”李国祥说。

一系列举措，补上农村物流短板。2021
年，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在全国择优选择

121 个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整县推进试点，

依托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等项

目建设，鼓励企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加工物流

中心。

“此外，各地可发挥邮政系统优势，统一

仓 储 、分 拣 、运 输 和 配 送 ，降 低 快 递 进 村 成

本。农村地区还可以整合乡村公交车、客运

汽车等，补齐物流末端断点。”沈琼建议。

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8年快于城镇

乡村消费势头好劲头足
本报记者 王 浩 高 炳 强郁文

■经济新方位
国庆消费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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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航空网络加快完

善，航空枢纽不断增加，大踏步迈向世界航空

运输强国。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已与 128 个

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双边航空运输协定，其中

“一带一路”国家 100 个，与 64 个国家保持定

期客货运通航，多项民航运行指标进入世界

前列。

——大容量、高效率、广布局的航空网络

加快铺展。

近年来，我国民航基础设施大幅扩容。

“十三五”时期，境内民航颁证机场增至 241
个，比 2012 年新增 58 个，形成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成渝四大世界级机场群，建成北

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十大国际航空枢纽，旅

客吞吐量千万级机场达 39 个，三千万级机场

已有 11 个，现代化国家综合机场体系基本

建立。

机场更多，航线更密。截至 2020 年，全

国航线达到 5581 条，比 2012 年增加 3124 条，

增幅达 120%。目前，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

量、旅客周转量、货邮周转量均已位居世界第

二，航空服务覆盖全国 92%的地级行政区、

88%的人口和 93%的经济总量。

——民航运输更安全、更绿色、更便民。

由大而强，中国民航发展质量迈上新台

阶。看安全，运输航空每百万飞行小时重大

事故率 5 年滚动值为 0，处于世界前列；看绿

色，2019 年，我国运输航空每吨公里碳排放

0.898 千克，较基线下降 16.2%，全球领先；看

服务，2020 年，233 个机场和主要航空公司基

本实现无纸化出行，航班正常率连续两年超

过 80%。

机场餐饮基本实现“同城同质同价”，退

改签阶梯费率标准出台，大力实施适老化改

造，智慧机场“一脸通行”……眼下，更加美好

的出行体验正加速到来。

——补短板、促发展、惠民生效益持续释放。

南航 CZ8602 航班上，新疆于田县的买

买提江竖起大拇指，“如今，下午 5 点起飞，到

乌鲁木齐转机，夜里就能到北京。”去年 12 月

26 日，位于新疆和田地区的于田万方机场正

式通航。于田县，这个刚脱贫摘帽的原国家

级贫困县，步入了交通发展快车道。

为边远地区修通一座机场，能够极大提

升当地交通水平。2012 年以来，我国新增机

场近一半建在脱贫地区。目前，我国航空服

务已覆盖 82.6%的脱贫地区人口，脱贫地区

机场每天至少有一个航班联通所在省会的区

域枢纽机场，最多中转一次，就能到国际枢纽

机场。“十三五”时期，脱贫地区机场旅客吞吐

量 从 2012 年 的 2800 万 人 次 增 至 2019 年 的

7800 万人次。

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旅客周转量均位居世界第二

航线密布通全球
本报记者 邱超奕

国 庆 假 期 ，各 地 大 街 小 巷 装 扮 一 新 ，花 团

锦簇、红旗招展、流光溢彩，充满着节日氛围。

左图：在海南海口市世纪大桥两侧，挂满了鲜

艳的五星红旗。

张 茂摄（影像中国）

上图：《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即将在云南昆明举办。近日，以“花融

春城 共襄美好”为主题的中国·昆明立体花坛大

赛 100 组入围作品亮相昆明市区，为国庆佳节增添

了喜庆气氛。

梁志强摄（影像中国）

扮靓城市 喜迎佳节

本报北京 10 月 2 日电 （记

者朱竞若、王昊男）首都北京集聚

了近百所高校、1000 多家科研院

所、2 万多家高新企业，人才资源

极为密集。近年来，北京紧紧围

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牢固

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

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

深 化 战 略 科 技 人 才 放 权 改

革，推出深化改革举措。北京从

提供稳定经费、精简科研管理、加

强包容保护等方面出台 25 项改革

举措，建立“充分信任、充分放手、

充分依靠、充分保护”的人才发展

机制；出台地方法规，明确科技成

果产权科技人员可以个人拥有，

着 力 实 现 有 的 转 、有 权 转 、愿 意

转、转得顺；针对大师级人才缺乏

问题，实施“北京学者”培养计划，

现已选拔培养 56 名“北京学者”和

35 名“青年北京学者”；支持高校

创建 22 家高精尖创新中心，累计

投入经费 58 亿元，并要求不低于

70%的经费用于人才，实施以来共

培养集聚芯片、基因诊断、生物医

学、智能机器人等关键核心技术

领域创新人才 5735人。

赋予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

培育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协同创

新研究院、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

心、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智源人

工智能研究院、纳米能源与系统

研究所等一批由战略科技人才领

衔的新型研发机构先后成立。

实施人才出入境便利化改革，

用好先行先试优势。发挥中关村

全国首个国家级人才特区先行先

试优势，建立部市合作机制，实施

国际人才出入境新政。其中，允许

外籍人才境外直接申办中国“绿

卡”等政策为全国首创。新政实施

以来，已为 26名外籍人才办理了在华永久居留。优化外籍人才

来京就业审批办事流程，将办理时限压缩至 10个工作日。

不断优化人才服务体系，各方协力排忧解难。建设外籍

人才服务工作网络，优化“落地即办、未落先办、全程代办”外

籍人才服务体系。实施重点企业“人才服务包”制度，为全市

近 400 家“服务包”单位制定“一对一”支持举措，在引进落户、

办理工作居住证、应届毕业生接收等方面提供保障。结合区

域发展和人才工作实际，先后确定朝阳望京、中关村科学城、

未来科学城、新首钢、通州、顺义、怀柔科学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 8 个人才社区。两年时间，共推动 1.1 万套国际人才公

寓、23 所国际学校、8 家国际医院、18 个外国人服务站点建设，

国际人才在京工作生活条件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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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北京植物园里花海斑斓。9 月 30 日，全国林草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展在这里开幕，展览为期一个月，旨在带

动社会关注并参与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完成 10 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建设，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占到陆域国土面积

的 18%，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爱知目标”要

求，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65%的高等植物群落和 71%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在保护地内得到有效保护。

我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生物区系的

特有现象明显、特有种属极为丰富，2021 年度中国生物物种

名录收录的物种及种下单元达 127950 个。目前，我国大熊猫

野生种群增至 1864 只，亚洲象野外种群从 180 只增至 300 只

左右，藏羚羊野外种群恢复到 30 万只以上……大熊猫、麋鹿、

朱鹮、林麝等一大批野生动物放归自然，野外回归野生植物

206 种，其中 112 种为我国特有。

近年来，林草部门颁布和修订了多部涉及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法律法规，协调建立了林草生态转移支付和生态效益补

偿等财政支持制度，持续推进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

建设工程、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三北防

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等重大生态工程，大力推进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建设和保护地整合优化。

下一步，各级林草部门将积极实施和推进《全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十四五”

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

理，强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保护

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全面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自然保护地占我国陆域国土面积 18%
71%国家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植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本报记者 李晓晴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交通可持续发展

■记录中国R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本报北京 10月 2日电 （记者喻思南）为培养具备科学家

潜质的青少年群体、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10 月 2 日，中国科

技馆举办主题为“科学生日会——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

国庆特别活动。

本次特别活动以“大手拉小手，庆祖国生日，铸科学梦想”

为主旨，以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基地为基础，结合天和核心舱

1∶1 结构验证件实物，开展一系列互动科学实验。同时，中国

科技馆设有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挑战与未来等展厅和儿童

科学乐园、球幕电影院等功能区，引导孩子多角度了解科技文

明、体验科技创新、感受科学魅力。

中国科技馆举办“科学生日会”国庆特别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