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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印说，前些年，在政府 30 万元贴息贷款

的帮助下，他还开了养鸡场。

村民衡春从货车上卸下一箱带鱼，擦了擦额

头上的汗，“这批货是从网上订的，两天就送到了。”

51 岁的衡春在国道 112 线旁经营着一家商

店，主营食品、副食品批发。谈起这些年收入的

增长，他讲起了“轮子的故事”。

“2000 年，我骑的是两个轮子的摩托车，走街

串巷卖火腿肠和调料。后来货越进越多、越卖越

好，我把摩托车换成了三轮车，又升级成了五轮

农用车，再到这辆 6 个轮子的大家伙。”衡春指了

指停在院里的货车，“车轮子越来越多，销售收入

一年比一年高，早先一天挣 100 多块钱，现在一

天能挣四五百块钱。”

2022 年，头道河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4100
元。“生意越做越好，离不开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

高。”衡春说，“以前是什么货便宜我进什么，现在

是什么东西好我进什么。”

医疗兜底，护村民健康。

“我和弟弟的名字叫守山、守才，我给儿子们

起名海峰、海明和海杰，到孙子辈，名字是宇航、

世航。”68 岁的张守山说，“父母给我们起名字

时，想的是‘守’，能守住这份日子就好。到我们

给孩子、孙子起名字时，想的是让他们长大后多

见见大山大海、走向世界。”

医疗负担的减轻让张守山感触很深。去年

5 月，他的妻子在承德的医院做了一次治疗腰椎

间盘突出的手术，报销了 3 万多元。

“过去农民得了大病，去医院一折腾，可能就

把家底掏空了。现在开车半小时就能到承德市

区的大医院看病。政府推出新农合后，我们全家

都加入了，能报销不少住院费用。”张守山说。

目前，头道河村新农合参保率达 92%，特困

人员、低保对象还能享受定额资助参保政策。

好政策是最大的帮扶。

2013 年，邢莲花的丈夫因车祸去世，家里失

去了顶梁柱。“那时小女儿还小，我一边在周围打

些零工，一边照顾孩子，日子过得不容易。”

2017 年，邢莲花被正式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帮扶政策接踵而至——

提供公益性岗位。5 年多来，邢莲花一直担

任村里的公共卫生保洁员，每月有 300元的收入。

发放庭院经济奖补等补贴。“庭院经济奖补

一个季度有 1000 多元。”

兜底保障给到位。“新农合方面，我和女儿今

年一人只需要交 70 元，减免了 280 元。”

孩子接受教育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多 重 帮 扶 下 ，2018 年 邢 莲 花 摘 掉 了“ 贫 困

帽”。刚开始，她心里也犯嘀咕：“脱了贫，还能享

受各类帮扶政策吗？”村干部的话让她放了心：

“摘帽不摘政策，脱贫不脱帮扶。一些扶持政策

将继续执行一段时间，最大限度帮助你们家！”

支出账——
“5 年前，自家掏 20 万元，贷款 34

万元，在承德市区买了套 125 平方米
的房子”

国道 112 线、101 线在头道河村交会。101 国

道两旁分布着 20 多家商店、饭馆、药店、五金店。

利珍综合商店店主孙宝利正在整理货架、补

充商品。一排排货架上，满满当当摆放着日用百

货。“二楼住人，一楼卖货，咱上楼聊。”孙宝利领

记者往楼上走。

宽敞的客厅摆放着大尺寸电视，墙角的绿植

枝繁叶茂。孙宝利打开了话匣子，“家具都是这几

年才换的。早些年哪有条件？用的都是老物件。”

2012 年以来，头道河村依托紧邻国道的区位

优势，探索出“商铺出租 +村办物业”的发展路

子，集中建设商业区域。孙宝利瞅准机会，翻建

自家房子开起了商店。交通便利、人口集聚，生

意一天比一天好。

“手头有积蓄，花钱就有底气，就想把家往好

了置办。”孙宝利说，“2018 年，我花了 10 多万元

把室内整体装修了一遍。2020 年，我买了台曲面

屏电视，能声控，花了 8000 多元，2021 年又买了

咱现在坐的真皮沙发，1 万多元。”

孙宝利越说越起劲：“不光我们家，这些年商

店的顾客买东西也更舍得花钱了。零食、饮料、

酒水、牙膏……都奔着品牌买。”

同样因商业区域建设而受益的，还有在村里

开饭店的陈明颖一家。

今年 37 岁的陈明颖是滦平移动公司巴克什

营镇片区经理，丈夫在头道河村的商业区域开饭

馆做主厨。2013 年，陈明颖和丈夫在家里的帮衬

下，花 13 万元承包了一间村里建起的商铺，开起

了饭店。

“现在手头宽裕不少，饭店生意好的时候，一

个月能赚万儿八千，再加上我的工资收入，家里

攒了些钱。”陈明颖一项项数起这几年的大宗开

销，“经营饭店 3 年后，我们花 12 万元买了辆车。

5 年前，自家掏 20 万元，贷款 34 万元，在承德市区

买了套 125 平方米的房子。”

“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很重视养老。”村内的

101国道旁，张树民带记者走进一座正在施工的老

年公寓。基础施工已经完成，工人正在安装房门。

“投资建设这家老年公寓，是近年来我最大

的一笔支出。”张树民领着记者绕过地上码放的

一堆建材，“目前我总计投了 100 多万元。换以

前，想都不敢想。”

早些年，张树民靠一辆小车运送煤炭，挣钱

养家糊口。除去家里的花销，一个月攒不下多少

钱。2019 年，看到移动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

张树民贷款买了一辆 30 多万元的货车，在运满

满、货车帮等手机应用上接单运货，“效益好的话

一个月能挣一两万元。”

在头道河村，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331 人，占

全村总人口近 20%。“今后农村需要养老服务的

老年人会越来越多，我就冒出了投资建老年公寓

的念头。”张树民说，“2021 年老年公寓开始建设，

2022 年进行装修，今年就能完工开业。20 多个

房间，能容纳 50 多名老人。我打算面向我们村

和周边几个村找客户，已经有来打听的了。”

振兴账——

“论种粮，我们比不过平原地区，
但说到发展林果产业，这里昼夜温
差大就成了优势”

每家每户有本家庭小账，乡村振兴也有本时

代大账。

在头道河村走村入户，记者看到的是一个华

北普通乡村的真实样貌。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乡村振兴这本大

账还要在哪些方面促增收？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近年来

付营子镇兴起的特色产业，带来了新的启发。

发展林果和中药材种植业。“论种粮，我们比

不过平原地区，但说到发展林果产业，这里昼夜

温差大就成了优势。”付营子镇副镇长马树丛说，

大山沟里的温家台村，利用山地发展林下种养，

一 块 山 地 可 以 获 得 林 果 、中 药 材 、蜂 蜜 3 份 产

出。今年，全镇计划新嫁接珍珠油杏 1000 亩。

依靠生态资源优势吸引特色企业落户。滦

平峰峥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姚嘉雯说：“公司的

主营业务是有机豆制品生产和销售，这里靠近白

草洼国家森林公园，水质好，特别适合种植双青

豆。目前，我们已经流转了 480 多亩土地经营有

机农场。”

——进一步提升村民收入水平，增强抗风险

能力。

“依靠老办法种地很难致富。”村民朱彦威

说 ，在 家 务 农 的 村 民 ，一 亩 地 一 年 毛 收 入 也 就

1500 元。传统大棚等设施农业一年收入 5 万元

左右，受极端气候、病虫灾害影响大。

如何提升村民收入水平？付营子镇农业综

合服务中心主任刘柳表示，一是探索推广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农民进行玉米、大豆间作，获

得更高的收益。二是继续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激发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三是发放中药材成片种植补贴、牲畜养殖补

贴等，促进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四是发放外出务

工交通补贴，组织各类技术和实用技能培训，提

高村民的技能水平。

增收抗险离不开自身努力。今年春节过后，

王德宽这个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拿出 1 万多

元来购置新餐车。

“这个新餐车不一样，所有锅碗瓢盆都放车

里，又干净又卫生，能做的东西还多。我和老伴

现在靠着它，一天能挣 200 多元呢。”王德宽说，

他还种了几亩地，“好日子都是自己干出来的！”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在走访调研中，头道河村的村民说了很多心

里话：“现在村里还有部分村民使用传统旱厕，夏

天容易滋生蚊虫”“村里用电负荷还是挺大的，想

安装空气能制暖设备得排队”“子女常年在外务

工，养老这块顾虑比较大”……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

之义。要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需要补

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付营子镇党委书记王德民表示，在卫生方

面，镇政府将继续引导旱厕退街进院入屋，建设

卫生条件较好的达标旱厕和水冲式厕所。在基

础设施方面，协调电力部门改造升级农村电网，

全力满足村民新增的清洁取暖用电需求。在养

老方面，将养老设施建设完善提上日程。“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我们

不怕出力，也有信心。”

逢二逢七，是头道河村的大集。熙熙攘攘的

人流中，记者碰见了前来赶集的张树民。

“今儿不出车吗？”

“歇一天再出！女儿从学校回来了，给孩子

买点好吃的，再陪她玩玩。”

“这还是挣着钱了！”

说话间，老张的笑声和喧闹的吆喝声交织在

一起……

来到古城陕西西安，上午逛商场，巨幅裸

眼 3D 屏、全息投影、互动式展览等购物场景

新奇有趣；下午游护城河，坐上自动驾驶游

船，与三五好友一起享受惬意时光；夜晚在大

唐不夜城，戴上 AR（增强现实）眼镜，感受虚

拟景象与直观的讲解展示，惊叹虚拟与现实

的交汇……

今 年 以 来 ，西 安 消 费 市 场 回 暖 势 头 明

显。除了线下消费，“中亚特产网购节”“陆港

电商生活集市”等线上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

了丰富的“云购”体验。据了解，“五一”假期，

西安市重点监测的 48 家商贸流通企业共实现

销售额 12.6 亿元，同比增长 17.4%。

积极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支持消费数字

化改造，西安利用新技术，大力发展直播电

商，鼓励创建智慧商圈、智慧商场、智慧门店，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新奇有趣的体验和更加精

准周到的服务。

赋能文旅产业
提升发展动能

“在护城河上围炉煮茶，这还是头一回。”

来到西安城墙西南角码头，当地市民张康发

现了游览古城墙的新模式。船舱内品茗畅

聊，船舱外水波潋滟，城墙巍峨古朴映入眼

帘，天鹅翩翩从船边悠然游过。

今年 2 月，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与西安城墙管委会联合打造了自动驾驶游

船示范游览路线。自动驾驶游船采用纯电动

力，舱内配备了数字化大屏幕和智能座舱系

统，一推出便受到广大游客欢迎。

在西安，越来越多的旅游景区在科技赋

能下，让游客拥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锦鲤跃上天空，漫天烟花绽放，大明宫含

元殿辉煌再现，玄奘西行地图徐徐展开……

在大唐不夜城，只需戴上 AR 眼镜，这些绮丽

景象便会出现在眼前。“太神奇了！”游客们连

连惊叹。

近年来，大唐不夜城已成为西安城市旅

游的一张文化名片，AR 导览体验项目“盛唐

幻镜”是今年上线的新项目。该项目采用 AR
技术塑造数字拟态景象，将其嵌入线下真实

场景，在虚实融合中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数字

化体验。

“我们在大雁塔、大唐群英谱雕塑群、开

元广场等景点布设了 12 个导览体验点，让游

客以强代入感、沉浸感体验唐文化的魅力。”

大唐不夜城相关负责人介绍，“丰富消费体

验，就要紧追‘科技+文旅’融合趋势。未来，

我们还将运用扩展现实技术进行创新探索，

从感官体验、文化享受、便利消费等方面增强

游客的互动体验。”

“借助数字技术、‘互联网+’等手段，西安

持续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西

安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激活商圈街区
满足多元需求

挥挥手臂，站在智能试衣镜前就能看到多

款服饰的“试穿”效果；划划屏幕，就能在智能

派样机上选取化妆品小样；在手机上打开“喵

街”应用，各品牌门店的电子地图导引一目了

然……在银泰百货西安曲江店，智慧消费场景

为消费者带来了便捷舒适的购物体验。“我们

不断提升商圈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满

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今年‘五一’假期，我们

店的客流量同比增长了 228.9%。”银泰百货西

安曲江店企划负责人赵晓彤介绍。

除了大型商圈，小型社区商圈的活力也

被激发。没有导购员、没有收银台，在西安

高新区兰岛广场一间百余平方米的小店内，

几位女顾客正在试妆镜前试用口红、眼影等

美妆产品。这家银泰智慧“云店”提供了几

十 个 美 妆 品 牌 的 上 百 种 小 样 ，顾 客 随 到 随

试，试用满意后通过电子屏下单，同城当日

就可送达。银泰“云店”项目负责人吴策说：

“运用数字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云店’模式

助力消费者在小型社区商圈享受优质的购

物体验。”

“万一信号不好，手机离线也能支付，真

方便。”东新街夜市，美食飘香，市民丁山体

验了一把数字人民币的便捷。近年来，新城

区建设“解放路—东新街”数智街区，打造数

字人民币示范街区，将传统美食聚集地东新

街“ 搬 ”到 线 上 ，整 合 沿 线 千 余 家 文 商 旅 单

位，实现“线上 +线下”“到店 +到家”的深度

融合。

“我们通过组织‘寻味东新街’文旅活动、

发放消费券等方式，指导 150 多家商户参与数

字化转型。今年将筹办新城区第四届全民消

费节，更新绘制线上美食地图，组织探店直播

团，进一步拓宽商贸企业的线上线下销售渠

道，提高优质商家的知名度，为广大市民、游

客带来更为便利和实惠的消费体验。”新城区

工信和商务局局长李林说。

借助线上平台
丰富消费供给

借助线上平台，西安不少商家持续提升

服务品质。今年 3 月，饿了么推出首批西安

外卖“放心点·榜”，榜单综合了西安餐饮品

牌门店过去 1 个月的真实消费、口碑评价等

维度数据，最终筛选出 100 家外卖品牌收录

进榜单。

“最近我们就根据数据对菜单进行了一次

调整，将两款主打产品组合成套餐，给消费者

提供更实惠、体验更好的菜品选择。”上榜的老

字号本土品牌“小六汤包”线上运营负责人郭

亮说，“我们还结合平台建议，对外卖包装进行

封口处理，为每一笔订单记录出餐时间和打包

人等流程信息，让消费者更加放心。”

“我们试点‘互联网+明厨亮灶’智慧监管

视频制作流程，上线菜品分析系统，结合人工

智能算法帮助商家研发新菜品，依靠新技术、

新手段不断提升消费体验。”饿了么相关负责

人说。

不仅是线上点餐，西安市民还能在线下

家门口实现“买全球”。俄罗斯蜂蜜、澳大利

亚奶粉、哈萨克斯坦红酒……今年年初，为期

29 天的西安首届跨境电商嗨购年货节在碑林

区举办，10 余家跨境电商企业为西安市民推

出百余种跨境商品。

碑林区经济贸易局局长赵永强说：“本届

年货节线上线下总销售额达到 5000 多万元，

消费者对跨境商品的接受度和需求不断增

强。充分发挥跨境电商丰富消费供给的作

用，能够助力全市消费升级、拉动经济增长。”

图①：游客在西安城墙景区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图②：游客在西安护城河乘坐自动驾驶

游船游览。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图③：在银泰百货西安曲江店，顾客通过

“云屏”选购商品。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借助数字化手段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陕西西安—

新技术增添古城魅力
本报记者 原韬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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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自动驾驶游船、增强
现实导览体验等项目为
景区添彩，智能试衣、智
能派样等消费场景让商
圈更智慧，多种线上平台
丰富消费供给……得益
于新技术手段的赋能，古
城西安不断丰富消费场
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新
奇有趣的体验。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电 （记者王

政、刘温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4 部

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电

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促进“双千兆”

网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部署推进新一轮电信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

2021 年 3 月，我国启动“双千兆”网

络计划，提出用 3 年时间，基本建成全

面覆盖城市地区和有条件乡镇的“双

千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固定和移动

网络普遍具备“千兆到户”能力。3 年

来，我国共建成 110 个千兆城市，“双千

兆”网络能力持续提升，用户数持续增

长，重点场所 5G 网络覆盖持续优化。

截至今年 4 月底，我国 1000Mbps 及以

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

户达 1.15 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19%，比

上年末净增 2354 万户。5G 移动电话

用户达 6.34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7308
万户。

《实施意见》部署了六方面重点工

作，并提出 4 项专栏工程：推进“双千

兆”网络统筹集约建设；深化“双千兆”

网络共同进入，开展“双千兆”网络共

进攻坚工程；加强农村通信杆路线缆

维护梳理，开展农村杆线共治共维工

程；鼓励跨行业开放共享，开展跨行业

共享示范工程；加强数字化技术支撑，

开展数字化保障提升工程；优化“双千

兆”网络建设环境。

《实施意见》明确，要进一步强化

电信基础设施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

性公共基础设施属性，统筹电信基础

设施系统与局部、增量与存量、行业内

与行业间等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引导作用，促进电信基

础设施合理科学布局，准确把握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

作的新特点，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精准施策、

靶向发力，推进共建共享深化发展。到 2025 年，电信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双千兆”网络建设环境

进一步优化，农村杆线梳理取得积极进展，跨行业共建共享

深化拓展，数字化手段保障有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

平稳步提升，有效节约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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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超8亿千瓦
约为36个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本报北京 5月 25日电 （记者丁怡婷）记者从国家能源

局获悉：截至今年 4 月底，我国风电装机 3.8 亿千瓦，光伏发

电装机 4.4 亿千瓦，风电光伏发电总装机突破 8 亿千瓦，达

到 8.2 亿千瓦，占全国发电装机的 30.9%。8.2 亿千瓦，约为

36 个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今年以来，风电光伏发电工程投资持续增长，为能源保

供注入更多绿色动能。1—4 月，风电完成投资 400 亿元，同

比增长 20.7%；太阳能发电完成投资 743 亿元，同比增长

156.3%。在雅砻江流域，海拔 4600 米的柯拉光伏电站项目

现场，建设者全力冲刺年中并网发电目标。

“今年迎峰度夏关键时期，雅砻江梯级水电站保供能力

预计为 494 亿千瓦时，相比去年同期增发 23 亿千瓦时。加

上今年将投产的柯拉光伏、腊巴山风电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同期发电量预计还将增加 9 亿千瓦时，电力保供能力可达

503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 1600 万个家庭全年使用。”国投集

团雅砻江公司集控中心副主任魏鹏说。

与此同时，我国风电光伏产业链竞争力持续保持全

球领先水平。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秦海岩介绍，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

部分关键零部件的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 70%以上。光伏

方面，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介绍，今年一

季度，我国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 4 个环节产量

同 比 增 长 均 在 58% 以 上 ；光 伏 产 品 出 口 总 额 140 多 亿 美

元，同比增长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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