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鲜明，提升消费品质

夜幕低垂，徐州的街市依旧热闹。大龙

湖畔后备箱集市，歌声飞扬，人头攒动；户部

山街上的小吃摊，刚炸好的豆腐堆得满满当

当；回龙窝文化街区，身着汉服的年轻人穿行

于古街，在青砖灰瓦旁打卡留念。

特色小吃、非遗饰品、文创手工、潮玩游

戏……挖掘传统文化为夜间经济添活力。近

年来，江苏徐州巧借新兴消费趋势，着力打造

以夜间经济为主体的文旅品牌——“国潮汉

风·夜彭城”，策划了一批夜间特色文旅产品。

晚上约 7 点，舞台剧《大风歌》如约与观众

见面。荡气回肠的故事情节，打动人心的舞

美音效，让观众们在享受演出之余，也对徐州

这座历史名城有了更直观的了解。

金龙湖新天地广场，在市集里信步闲游，

耳边传来管弦丝竹之音，沿街手艺人展示着

精巧的窗花、糖人，到茶馆斟两盏茶，啖几口

酥点，看上一段古韵歌舞，倘若还有时间，可

再玩几局礼乐投壶，好不惬意！

主题特色鲜明突出是徐州夜间经济最大

亮点所在。从小摊位到街头巷尾，从公园到

广场，徐州所有夜间市集均进行统一设计打

造，借助新兴消费热点，以品牌拉动文旅消费

转型升级。

为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样化的文旅需

求，徐州策划一批夜间特色旅游产品，以全城

24 个文旅场所为重点，辐射相关行业，围绕

吃、住、行、游、娱、购等，将演艺、商业、体育、

住宿、美食等要素创新融合，在丰富城市夜间

经济样态同时，更加注重提升消费品质。

“积极打造文旅新场景、新内容、新产品

等，下一步徐州将继续把非遗+文创等资源更

好地调配到各个市集，邀约更多青年艺术家

推出与时尚潮流结合的非遗文创产品，我们

也将继续提升配套服务。”徐州市文广旅局局

长崔锋说。

场景多元，挖掘消费潜力

仿古建筑辉映着灿烂灯光，古风表演吸

引着游客驻足，道路两旁，各色小吃散发着

扑鼻的香味。晚上 8 点，广西南宁市良庆区，

“南宁之夜”附近车声人声鼎沸，迎来了人流

小 高 峰 。“ 夜 市 美 食 街 融 合 了 表 演 ，很 有 特

色，能让游客停留更长时间。”南宁市民刘浩

宇和爱人刚入场就购买了特色小吃，“这边

小摊都公示个体户信息，管理比较严，我们

吃得更放心。”

这条广西首个集购物、美食、娱乐、演出

以及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步行街全长 666 米，

占地约 3.3 万余平方米，自今年 1 月 14 日开业

至 4 月 12 日，街区累计接待游客 380 万人次；

正式入驻商户 166 家，带动就业 700 余人，其

中固定就业 670 余人。

入口处不远，一家古装体验店挤满了消

费者。“一次体验，包含化妆在内均价 100 多

元，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至少有 10 套衣服出租，

我们 3 名化妆师都忙得团团转。”店主林菲雁

说，“这个场景和古风很搭，很多人愿意来尝

试一下。”不远处，广西旅游发展集团结合本

地特色打造的“AR 体验花山”项目也吸引了

不少家长和孩童。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演出每隔 10 分钟一场，休息日从下午 3 点半

开演到晚上 11 点结束，几乎场场爆满。

餐饮、购物、娱乐、展览、健身……广西着

力激发夜间消费业态活力，拓展夜间消费新

场景。周末夜晚，位于南宁市良庆区广西体

育中心的一家主题营区灯火通明，阵阵烧烤

香味伴着悠扬歌声，不同年龄段的“背包客”

来到这里露营，各色帐篷构成了独特的风景

线。作为南宁市良庆区着力打造的夜间经济

示范点，项目占地面积 5.1 万平方米，规划有

市民夜市、团建营地、音乐广场等主题营区，

集“吃喝娱购商”为一体，入驻商家达 100 家

以上。

2023 年以来，广西大力实施消费新场景

拓展行动，创新打造系列特色消费新场景，

促进全区消费市场加快回暖。广西商务厅

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业全面恢复振

兴的若干政策措施》《关于进一步促进充分

就业增强市场活力的若干措施》，提出鼓励

发展夜间经济、小摊小店等特色经营，加快

培育多元化夜间消费模式，营造良好夜间经

济环境。

精细管理，延伸产业链条

夜色之下，放舟湘江，霓虹闪烁，长沙的

山、水、洲、城，一览无余。西岸，商业街“渔

人码头”灯火通明，从异国风味到本土餐饮

应有尽有；东岸，一颗人造“月球”点亮沿江

风光带，成为湖南长沙沿江风光带的消费新

地标。

项目负责人李先杰告诉记者，两年前，

他有了租用沿江场地建一座气膜馆的想法，

但不知道审批程序有哪些。抱着试试看的

想 法 ，李 先 杰 给 长 沙 天 心 区 政 府 打 了 一 个

报告。

“没想到，周五送的报告，下个周一区政

府就专门开了调度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主

导，其他部门现场办公。”李先杰说，天心区

政府还和交警部门一道，为他们协调设置了

80 个路边临时车位，基本解决了游客停车难

的问题。

“夜间经济的经营模式，有其独特性。只

要是有利于扩大消费，活跃市场的尝试，我们

在合规基础上，都尽力为企业提供服务。”长

沙市天心区商务局副局长唐恋说。

2019 年开始，天心区针对辖区内夜间经

济消费场景集中的特性，成立夜间经济服务

中心，建立各部门轮班驻点制度，整合力量成

立“ 隐 患 查 纠 队 ”“ 纠 纷 调 解 队 ”“ 打 击 整 治

队”，将服务夜间经济的阵地前移；同时实施

包容审慎监管，制定市场主体轻微违法实施

告知承诺制度，营造宽严适度的监管执法环

境。2021 年，“长沙市以主动服务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入选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

施情况第三方评估创新举措。

管 理 精 细 ，制 度 也 要 跟 上 。 2022 年 10
月，湖南首个夜间经济指导性文件《湖南省推

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扩消费促就业

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夜食、夜购、夜游、夜

健、夜教、夜展等多业态并举、辐射带动能力

强的夜间消费聚集示范区，还延伸打造了“夜

湘村”旅游名片，推出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发

展夜间经济，带动就业和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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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夜间餐饮、购物、游览、健
身、演出……近年来，各地蓬
勃发展的夜间经济不断涌现
出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向
着产业化、专业化、品质化的
方向发展，折射出大众消费升
级的新趋势。

从精细化管理层面下功
夫，在对接消费需求上出实
招，特色鲜明、场景多元的夜
间经济，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新动能。

图①：江苏徐州市云龙湖夜间实景演出

现场。 李依航摄（人民视觉）

图②：广西南宁市良庆区夜市的户外草

坪上，人们三五成群，享受精彩的夜生活。

何光民摄（影像中国）

图③：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一处夜间营业

的商业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晟 龙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沈亦伶

本报北京 4月 12日电 （记者

杨昊）记者 12 日从共青团中央获

悉：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 2023年大学生志

愿服务西部计划重点工作。即日

起至 5 月中下旬，通过西部计划官

方网站接受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

业生或在读研究生报名。

会 议 要 求 ，2023 年 ，西 部 计

划 要 按 照 做 好 高 校 毕 业 生 等 重

点群体就业工作相关要求，进一

步 引 导 和 鼓 励 高 校 毕 业 生 到 基

层 工 作 、到 乡 村 工 作 ，主 动 融 入

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 ，在 青 年 中 大 力 弘 扬 奉 献 、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培育

和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西 部 计 划 各 级 项 目 办 要 以 西 部

计划实施 20 周年为契机，高质量

抓 好 招 募 宣 传 、扎 实 推 进“ 青 马

工程”西部计划专项和研究生支

教团专项、做细做精做优日常管

理服务、持续推动志愿者扎根西

部，不折不扣落实好西部计划各

项工作任务。

据悉，2023 年西部计划全国

项 目 实 施 规 模 将 继 续 保 持 2 万

人，地方项目预计实施规模将超

过 4 万人，分为乡村教育、服务乡

村 建 设 、健 康 乡 村 、基 层 青 年 工

作、乡村社会治理、服务新疆、服

务西藏等 7 个专项。今年是西部

计划实施 20 周年。20 年来，西部

计划累计招募派遣 46.5 万余名大

学生志愿者在 2000 多个县（市、

区、旗）基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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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 4月 12日电 （记者赵帅杰）近日，甘肃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建

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加快构建数据“一网共享”、交

易“一网通办”、服务“一网集成”、监管“一网协同”的公共资

源交易“全省一张网”新格局，进一步营造统一开放、公平竞

争、利企便民、高效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

《方案》明确，到 2023 年年底前，建成全省统一的公共

资源交易数据底座和全省统一的网上交易服务大厅、移动

端交易服务大厅；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

信息技术充分应用，平台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推动适

合市场化方式配置的公共资源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

易；建成覆盖全省域、全链条、全要素的公共资源交易“一张

网”平台体系和运行规则制度体系。

《方案》规定，建设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掌上服务大厅，

与电子营业执照信息系统对接，实现手机扫码登录、电子签

章、实人认证、业务办理、进度提醒、信息订阅查询及推送分

享等功能，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业务的移动端和 PC 端“双端

并行”，实现公共资源交易“移动办”“掌上办”。

甘肃推进公共资源交易
“ 全 省 一 张 网 ”建 设

本报济宁 4月 12日电 （记者侯琳良）记者从近日召开

的济宁市人才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目前济宁市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已突破 1300 家，连续两年实现大幅增长。

近年来，山东省济宁市积极推进制造强市战略，创新开

展“干部助企攀登”，全力助推企业向产业链高端“攀登”，

753 家“攀登”企业与高校院所建立紧密产学研合作关系。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瞪羚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 603 家，山能智慧

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山东济宁创新主体持续壮大
高新技术企业超13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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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暖暖春风，北京市房山区

蒲洼乡芦子水村千亩杏园的杏花陆

续盛开。

近年来，芦子水村依托杏花产

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加快建设民

宿、餐饮等配套资源，吸引游客前来

赏花游玩。旅游业和蜂蜜、林下种

植等产业一道，成为强村富民的特

色产业，杏花也成为芦子水村村民

的幸福花。

本报记者 潘俊强摄

幸
福
花
开

政策持续发力政策持续发力 管理更加精细管理更加精细

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光迪白光迪 祝佳祺祝佳祺 孙孙 超超

本报北京 4 月 12 日电 （记者刘诗瑶）4 月 12 日，记者

从自然资源部获悉：2022 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和《中国

海平面公报》发布。

据介绍，影响我国的海洋灾害主要有风暴潮、海浪、海

冰、海啸动力环境灾害以及赤潮、绿潮等生态灾害。与近十

年（2013—2022 年）相比，2022 年直接经济损失和死亡失踪

人口均较低，分别为近十年平均值的 34%和 23%。

2021/2022 年冬季，我国海冰冰情较常年偏轻，冰情 2
级（最高 5 级），海冰最大分布面积 1.7 万平方千米。2022 年

我国管辖海域未发生海啸灾害。近海海域共发现赤潮 67
次，累计面积约 3300 平方千米。

此外，2022 年浒苔绿潮继续影响我国黄海海域，最大

覆盖面积约 135 平方千米，为历史最低值。

同 时 ，中 国 沿 海 海 平 面 变 化 总 体 呈 波 动 上 升 趋 势 。

2022 年，中国沿海海平面较常年（1993—2011 年）高 94 毫

米，为 1980 年以来最高。过去 11 年（2012—2022 年）中国沿

海海平面均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的高位。

2022 年，中国沿海高海平面加剧了风暴潮影响程度，

给广东、浙江和山东等地带来较重影响；受高海平面、天文

大潮和强降雨等共同作用，浙江和海南等沿海发生复合型

滨海洪涝，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与 2021 年相比，长江口、钱

塘江口和珠江口咸潮入侵总体加重，江苏、广东和海南沿海

部分监测岸段海岸侵蚀加剧，辽宁、山东和江苏沿海部分监

测区域海水入侵范围加大。

2022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和《中国海平面公报》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