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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刘志强）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发布新一批 20个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2020年以来，国

家发展改革委已分 4 批将 86 个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纳入重点建设名单，覆盖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近年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

在助力打造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降低

冷链物流运行成本、深化冷链服务通道网

络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引领带动作用。《通

知》要求，推进基地存量资源整合优化和增

量设施补短板，加强基地间设施互联、业务

对接和信息共享，推动基地互联成网，推动

基地间冷链物流活动规模化、通道化、网络

化运行；发挥基地在冷链物流网络中的组

织核心作用，鼓励基地拓展分拣加工、交易

展示、统仓统配等服务功能，促进冷链物流

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继续强化

政策规划引领，指导有关地方加强冷链物

流设施改造提升发展能级，补齐功能短板，

强化服务能力，促进冷链物流与相关产业

深度融合、集群发展，着力构建国家层面的

骨干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2024年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发布
促进冷链物流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韩鑫）沿海和

内河港口航道是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枢

纽节点和通道。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关于新

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港口

枢纽体系，全面攻坚国家高等级航道，打通内河

航运堵点卡点，实施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工程，着

力推进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构建现代化的港口

与航道体系。

《意见》包括 6 方面 15 项举措。在国家港

口枢纽体系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快打造

世界级港口群，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完善区域

物流体系；同时，持续提升国际枢纽港发展能

级。在国家高等级航道规划建设方面，要求优

化主干线大通道，有序推进长江干线、西江航

运干线、京杭运河、淮河干流等干线航道扩能

升级，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的水运主通道，

全面提升长三角、珠三角水网航道畅通水平。

在推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方面，按照《意

见》，下一步将严格港口岸线使用管理，科学规划、

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宝贵的港口岸线资源，提升

港口资源使用效率和水平。优化运输结构，强化

大宗散货公转铁、公转水，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

成本。此外，加强港口与后方工业园区、物流园

区的规划统筹和功能配套，强化生产性配套，支

持临港产业、物流业和港航服务业发展。

高质量构建现代化港口与航道体系
着力推进一体化发展

■经济聚焦·新型旅游业态观察R

在近日举行的 2024 上海国际碳中和技

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上，康师傅集团展示了

用废弃饮料瓶再生制作的野餐垫等绿色产

品，发布了两项废弃物循环利用新技术，向现

场观众直观展示了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的魅力。

“我们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进行分类

管理，与科技型企业合作，为废弃物寻求更优

的资源化利用解决方案。主要废弃物可以用

来 生 产 新 型 环 保 材 料 ，目 前 回 收 率 已 达 到

97%。”康师傅执行副总裁王世琦介绍，“近年

来，公司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致力于成为节能

降碳新技术应用转化的平台和桥梁。”

绿色低碳转型离不开生产各环节的创新

技术应用。

近年来，企业利用技术和规模优势，打造

“环境友好蔬菜基地”。依托基地，企业与地

方高校合作开展农作物主动保障体系研究，

通过辅导农户种植、严格控制产地端品质与

检测监管，帮助农户打造生态农业产业链。

创新生产方式，解答绿色增长课题。自

2023年起，企业在旗下工厂推广余热回收技术，

回收方便面蒸箱余热，使得企业年度二氧化碳

减排量达到 17.3万吨；同时，在桶面系列产品中

使用轻量化折叉，让产品的塑料使用克重从 2.6
克降到 2.4 克，并通过改变外包纸箱结构，推出

八角瓦楞纸箱，实现年度节约原纸 42吨。

创新生产技术，满足消费者需求。企业

自主研发面团恒温系统，结合自动和面设备，

精准控制水面比例、揉面力度和面团温度，保

障面条口感。同时，采用鸡蛋和面制作、蔬菜

料包加量等升级措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产品和体验。

绿 色 低 碳 转 型 离 不 开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的

融入。

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全生命周

期的不同节点，并贯穿供应链上下游。一方

面，运用数智化工厂等项目，优化生产程序，

有效减少塑料使用，降低水资源消耗，减少能

耗和碳排放；另一方面，开发低碳产品，为行

业绿色发展贡献减碳经验。

在减少碳排放方面，2022 年初，企业就从

标签着手，针对主力产品冰红茶，推出了无标

签的瓶包装产品。该产品仅用激光打印技术

标明产品名称和保质期等信息，品牌标志等

其他信息则印刷在由再生纸制作的纸箱上，

减少油墨使用量，从而减少碳排放。

在供应链层面，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构

建数智化供应链实现节能减排，助推行业绿

色发展。

“今年启动的‘万物皆有源’项目，将开启

企业在绿色发展上的新探索和实践，我们也

将继续致力于为行业绿色发展贡献力量。”王

世琦说。

康师傅集团主要废弃物回收率达97%

创新技术应用 推动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沈文敏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王洲）北京市商务局近日

印发《关于申报 2024 年促进我市会展业发展奖励项目的通

知》，旨在推动展会提质增效，促进北京会展业的品牌化、专

业化、国际化发展，扩大会展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带动效应。

通知聚焦“引进国际专业展会、在京新办展会、展会做

大做强”3 个支持方向，最高奖励达 100 万元。同时，通知明

确了奖励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及其他要求。为提高服务效

率，2024 年项目分两批申报，第一批征集 1 月 1 日至 8 月 1
日举办完成的项目，第二批征集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举办

完成的项目。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具有综合性

强、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效应明显等特征，在促进消费升级、

拉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

加强对通知的统筹跟踪协调，促进奖励政策落地见效，切实

推动首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北京市商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出台措施促进会展业发展

最高奖励达100万元

本报广州 6月 20日电 （记者程远州）记者从南方电网

公司获悉：2024 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安排达 1730 亿元，同

比增长 23.5%，投资规模连续 4 年维持在 1250 亿元以上。

据介绍，投资安排覆盖电网建设、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领

域共 194 项能源重点工程。

在电网建设方面，南方电网持续抓好 5 省份主网架优

化和城乡配电网升级。其中，广东电网预计今年投入超 90
亿元，持续巩固提升农村电网，云南电网计划投资 96 亿元

加快推进现代化农村电网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电网电能

质量和服务水平。在抽水蓄能建设方面，南方电网着力推

动中长期规划重大项目落地，推进广西桂林、贵港和广东茂

名等地的抽水蓄能电站前期工作，计划 2029 年底前全部建

成投产，有力支撑 2.5 亿千瓦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

据介绍，南方电网将聚焦抽水蓄能、综合能源、电动汽

车充换电等业务，加快产业规模化发展。同时，重点突破新

型储能、虚拟电厂等尚处在成长初期的业务，并加大对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等孵化期业务的支持力度。

南方电网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安排1730亿元
覆盖194项能源重点工程

本报北京 6 月 20 日电 （记者

林丽鹂）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6 月

20 日发布《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

告》，据统计，一季度 857 户头部企

事 业 单 位 共 实 现 广 告 业 务 收 入

2740.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6% 。 同

时，公布 2023 年度中国广告业发展

指数为 119.0 点，同比增长 9.1%。具

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广告业规模快速提升，产业活

力不断释放。2023 年，全国广告业

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业务

收 入 13120.7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7.5%，广告市场规模占全球比重进

一步提高，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以

29 个国家广告产业园区为骨干、50
余个省级广告产业园区为基础的广

告产业集聚区格局，有效助力广告

产业集约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

广告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

产 业 数 字 化 创 新 升 级 稳 步 推 进 。

数字广告增长迅速，从发布端看，

互联网广告业务在各类媒体业务

总量中占比近八成，成为拉动广告

业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在广告领域的应用不断加强，革新

着传统广告生产、投放、互动、监管

模式。

政策供给不断加强，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广告领域“放管服”改革

持续深入推进，“三品一械”广告审

查便利化程度不断提升。广告领域

人才培养力度加大，“广告云课堂”

等平台为中小微广告企业提供优质

培训资源，多地深入推进产学研融

合，广告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不断

提高。

广告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充分

彰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提升。服务经济方面，广告

业塑造品牌、促进消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

服务社会方面，广告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广告作品传递的

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潜移默化地对社会文化产生影响。

同时，公益广告内容不断创新，传播范围持续扩大，各项活

动精彩纷呈，已逐步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行业搭台、公

众参与的公益广告发展新格局。

广告市场秩序持续向好，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优化。

广告导向监管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监管成效显著；法律法规

体系进一步健全，智慧监管快速发展，广告监管能力不断提

升。2023 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

4.76 万件，罚没 4.66 亿元，有力维护了广告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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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游客在金平县马鞍底乡赏美景、品美食。

图②：金平县马鞍底乡风光。

图③：箭环蝶聚在林间角落。

图④：游客在蝴蝶谷观光拍照。

以上图片均为金平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①①

云南金平依托特色资源，发展蝴蝶观光游

揽山林胜景 赏生态奇观
本报记者 李茂颖

林间草丛，溪流山谷，成群蝴蝶翩跹飞舞。幽静竹

林，光影斑驳，一群又一群的金黄色箭环蝶聚在林间角

落。一阵风起，竹林微动，无数只箭环蝶翩然散去，宛

如落英缤纷。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

族 自 治 县 马 鞍 底 乡 ，近 亿 只 蝴 蝶 集 中 破 茧 、羽 化 成

蝶，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让这里成为别具特色

的赏蝶胜地。随着一年一度的“蝴蝶大爆发”如约而

至 ，与 漫 天 蝴 蝶“ 共 舞 ”的 ，还 有 来 自 五 湖 四 海 的

游客。

马鞍底乡森林资源丰富，拥有山地雨林和季风常

绿阔叶林等植被类型，孕育了蝴蝶繁衍的优越环境，成

为世界上蝴蝶种群和蝴蝶资源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近年来，当地依托生物资源、生态资源优势，推动

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融合发展。随着民宿、

餐饮、道路交通等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当地产业发

展也逐渐“破茧成蝶”。

“今年是蝴蝶爆发‘小年’，爆发总量预计

近亿只，比往年稍少一些，但今年的蝴蝶

个 体 更 大 、体 态 更 美 ，观 赏 性 也 更

强。”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博物

馆馆长杨镇文介绍。

蝴蝶虽然少了些，但

是游客更多了。探访

的途中，记者看到

不少游客在赏蝶、观

景，一些游客特意身着当

地特色服饰拍照留念。在一

些角落里，还有不少摄影师正在蹲

守，期望拍到珍稀品类蝴蝶。据介绍，

今年的最佳观赏点是马拐塘林区、普家

寨林区、牛场坪林区和营盘山林区等地，为了方便游客

赏蝶，当地特意设计了旅游路线，并作了观赏期提示。

去年 5 月，中国·红河蝴蝶谷蝴蝶博物馆正式开

馆，免费对外开放。“来这里生态旅游、科普研学的游客

多了，有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孩子来。”杨镇文说。

村民普志荣在马鞍底乡蝴蝶谷外经营着一家乡村

民宿，今年民宿房间早早就被订满。“可以观赏蝴蝶飞

舞，也可以漫步溪谷与梯田，逛累了就去山野市集品尝

当地有名的‘长寿宴’，还能回来试试我们自家做的特

色 美 食 。”普 志 荣 贴 心 地 给 住 店 旅 客 规 划 着 出 行 的

路线。

来自昆明的游客杨先生看到“蝴蝶大爆发”的照

片，约上朋友一起自驾到金平，“这么多蝴蝶飞舞，真是

太壮观了。”

据 统 计 ，自 2010 年 向 公 众 开 放 后 ，蝴 蝶 谷 已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200 多 万 人 次 。 今 年 蝴 蝶 谷 艺 术 节 期

间 ，前 来 参 观 游 玩 的 游 客 超 12 万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期

增长 17%。

随着人气越来越旺，当地村民还成立了乡村旅游

合作社，开发一系列与蝴蝶相关的文创产品，实现经济

效益、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依托蝴蝶谷、梯田瀑布等生态旅游资源和特色文

化资源，我们正在着力打造类似马鞍底乡的特色

旅游目的地，不断加快文旅融合，提升发展竞

争力。”金平县文旅局局长杨雪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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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

蔡华伟

本报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吴秋余）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

资产为 476.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银行业机构总

资产为 429.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证券业机构总资产

为 14.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 32.8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8%。

同 期 ，金 融 业 机 构 负 债 为 434.9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5%，其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 394.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1%；证券业机构负债为 10.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保

险业机构负债为 29.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达476.49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