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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2022，迎来2023。
过去一年，经历重重考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势头不减。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稳”的基调更明确，
“进”的要求更积极，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笃定。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
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发
展进取的蓬勃活力。

新起点展现新气象：稳中求进
不断巩固经济回升态势

寒冬时节，四川阿坝。
当新年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青海西宁至四

川成都高速铁路全线首座开挖隧道——红原2号隧道
施工现场已是一片繁忙景象：克服冬季高原缺氧、
雨雪等恶劣条件影响，600多名管理、施工人员驻守
现场；机器轰鸣声中，隧道掘进有条不紊……

“一条路，跑出西部发展的加速度。这条铁路建
成后，将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
带’互联互通，让沿线地区发展再加速。”中铁十九
局西成铁路项目负责人王海亮说。

岁末年初，“高质量发展”成为拓展回稳向上态
势的关键词。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各地各
部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努力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经济秩序和社会
秩序加快恢复，经济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元旦假期首日，重庆解放碑商圈人头攒动。走
进位于重百大楼顶层的直播间，一场日化品电商直
播正在进行。“做直播、上云端，我们这样的老百货
商场也有了新气象。”重百大楼解放碑店总经理杨薇

告诉记者，作为重庆“资历最老”的百货商场，不
久前，企业尝了一回“新”，首次将百货产品上线电
商平台，基本实现全品类产品线上销售。

“新的一年是新的起点。”杨薇说，“我们有信心
加快摆脱疫情影响，这个元旦假期，商场有望实现

‘开门红’。”

新发展彰显新动能：把高质量
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苍茫的西北戈壁滩上，宁夏中卫市中国大脑数
据中心里，海量信息数据在此汇聚、分流。

一排排两米多高的服务器高速运转，机柜里密
密麻麻的硬盘闪烁着绿色微光。宁夏西部云基地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庄宁从新风制冷机组走到数据机
房，再走到电池室、电力室，不时查看着机器的运
行状况。

“戴上VR眼镜、点击手机屏幕、选择应用场景……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虚拟世界中饱览山川风
光正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庄宁说。

2022年 2月，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
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
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湖南长沙，中联重科挖掘机智造园区内，每6分
钟一台挖掘机即可下线。从备料、焊接、机加、涂
装、装配到调试，挖掘机全生产流程通过智能工厂
和无人化“黑灯产线”控制。

“光一个装配车间，就有2600个传感器，数百台
AGV移动机器人、RGV有轨输送小车、涂胶机器人
等智能设备，让各个生产工序实现自动化、智能

化。”中联重科智能制造中心负责人奉华说。

新格局呼唤新作为：深化改革
开放释放发展活力

南海之滨，海南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在文昌
市，一块面积约为93亩的土地正在进行地质勘查。不
久后，它将摆上“土地超市”，等待企业挑选。

瞄准“项目等土地”“土地晒太阳”等问题，海
南“土地超市”2022年开张。“这是我们优化营商环
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集成创新。”海
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王
恩泽告诉记者，当地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交易
机制和平台应用，力图破解项目与土地之间的矛
盾，助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目光向西，新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内，满载
农产品的货车正有序排队，等待办理通关手续后运
往中亚和俄罗斯。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口岸管理局局长张敬寿告
诉记者，当地通过设置专用窗口、专用通道等方式
持续优化服务，压缩通关时间。同时，“一企一策”
帮助企业，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推动农产
品进出口业务蓬勃发展。

过去一个月里，浙江、江苏、广东、四川、河
北、海南、山东、新疆等地政府助力外贸企业奔赴
日韩、东南亚、欧盟、中亚等地参展、会谈，更大
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新的一年，坚定发展信心，埋头苦干、勇毅向前，中
国经济必将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以高质量发展新
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樊曦、王优
玲、周圆、李晓婷、潘烨、苏晓洲、孙奕）

开 局 迈 出 新 步 伐
——2023年开年推动高质量发展一线观察

本报北京1月 2日电 （记者寇江泽） 记者
近日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由国家林草
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的 《全国防沙治
沙 规 划 （2021—2030 年） 》（以 下 简 称 《规
划》） 经国务院审批同意，已于近日正式印发
实施。《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规划完成沙
化土地治理任务 1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
积 3000 万亩；到 2030 年，规划完成沙化土地
治理任务 1.86 亿亩，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面积
0.9 亿亩。

《规划》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按照保护优先、重点修复、适度利
用的总体思路，依托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以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为
引领，以筑牢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重点，
以保护生态和改善民生为目标，充分调动各方
面力量，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全力推进防
沙治沙高质量发展。

《规划》统筹考虑沙化土地空间分布、治理
方向的相似性及地域上相对集中连片等因素，
将沙化土地划分为干旱沙漠及绿洲，半干旱，
青藏高原高寒，黄淮海平原半湿润、湿润，沿
海沿江湿润等五大沙化土地类型区、23个防治
区域。根据沙化土地分布特点和水资源承载能
力，确定7个重点建设区域，即3个优先治理区
和4个优先预防区。

同时，《规划》 还明确分类保护沙化土地。
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实行沙化土地分类
保护，全面落实各项保护制度，充分发挥生态
系统自然修复功能，促进植被休养生息，从源
头上有效控制土地沙化。强调对于原生沙漠、
戈壁等自然遗迹，坚持宜沙则沙，强化保护措
施，力争实现应保尽保。

《规划》要求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
理。在科学评估水资源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突
出重点建设区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依靠科技，总结概
括了四大类、共 11种常见的修复措施，高质量
开展生态修复。“十四五”时期，3个优先治理
区沙化土地治理任务 4869万亩，约占同期全国
防沙治沙任务总量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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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2日电（记者赵珊） 记者 2日晚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 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4%；国内旅游收入 265.17 亿元，同比增长
4%。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城市周边游、
近程游、休闲游是主流，各地文化体验活动广受人们欢迎。

元旦假期国内出游5271.34万人次

图①：“春绿陇原”迎新春文艺演出日前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
泉景区月牙泉畔举行。图为《敦煌舞》表演。 王斌银摄 （人民视觉）

图②：元旦假期首日，不少游客来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十字街游
玩，感受千年古都的魅力。 张怡熙摄 （人民视觉）

图③：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青山湖湿地公园层林尽染、色彩
斑斓，吸引游客到此观光游玩。 曹永龙摄 （人民视觉）

9时30分，祖国
西北角，新疆乌鲁木
齐南山脚下的水西沟
镇，白雪皑皑，晨光
熹微。滑雪教练王革成拾掇好装备，
朝着山的方向出发。

“以前看那雪山，就是个雪山，现在
来看，那是‘金山银山’。”王革成连续四
个雪季不远千里从家乡来到乌鲁木齐
丝绸之路国际度假区滑雪场“淘金”。

“多的时候每天有三四个游客跟我学滑
雪，一天能挣好几百块钱。”他说。

从山脚仰望，不同雪道在山腰依
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从山上翩然滑下，在白色雪道留下优
美弧线。这个雪场是新疆首家 5S 滑
雪场，这里的玄奘道、艾文道等网红雪
道，每年吸引众多雪友前来“追”雪。

2022 年至 2023 年雪季一开板，
湖南小伙李锦阳就“飞”到新疆，迫
不及待在雪场上驭板驰骋起来。“本
来只想玩几天就回家，但这里的雪质

太好了，我打算再滑半个月。”他
说，除了乌鲁木齐的雪场，还会到新
疆北部阿勒泰的雪场去感受一番。

新疆地处冰雪黄金纬度带，拥有
世界一流冰雪资源。近年来，新疆大
力实施旅游兴疆战略，出台一系列支
持冰雪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雪道品
质、道具种类以及旅游环境、服务设
施不断提质升级，形成“冰雪运动+
冰雪观光+民俗体验+特色街区+温泉
水疗”等复合多元冰雪旅游产品。可
以说，“冰雪”已经成为新疆旅游一
张靓丽名片。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发布的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提出，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
东进”，带动群众“喜冰乐雪”，这为
新疆进一步将冰天雪地变为“金山银

山”成为可能。
“新雪季以来，随着疆内外游客

纷至沓来，最近每天都接到不少租房
车的咨询电话。”新疆大美房车租赁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波告诉记者，公司
50 多辆房车随着旅游高峰到来开始
供不应求。

新疆提出打造以乌鲁木齐市和阿
勒泰市为依托的冰雪旅游经济发展核
心区，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2022
年12月28日，首趟“中国雪都·阿勒
泰号”冰雪旅游专列开行，进一步织
密了乌鲁木齐市、阿勒泰市这两个冰
雪旅游城市之间的交通线。

“疆外游客来阿勒泰滑雪越来越
快捷，可以通过乌鲁木齐、西安、兰
州中转抵达，也可以从北上广深直
飞。”新疆阿尔泰旅游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戴星星
说，公司今年推出通
滑阿勒泰四大雪场的

“泰滑卡”以及“酒
店+雪票+直通车”等住、滑、行组
合旅游产品，满足不同雪友需求。

冰雪旅游“热”起来，也给当地
冰雪装备制造企业带来商机。在新疆
华通泰克游乐设备有限公司厂房内，
记者看到，几十台生产设备加足马
力，员工熟练地将各种零部件焊接起
来。“我们生产的滑雪索道、魔毯等
滑雪场设备，不仅满足疆内景区、雪
场的需求，还销售到国内多地。”公
司负责人王雯说。

冰雪经济，已然不再处于“老天
赏饭”的发展阶段，要把这碗饭端得
稳、吃得香，必须锚定高质量发展的
取向和路径。在这方面，新疆正持续
探索前行。

（新华社乌鲁木齐 1 月 2 日电
记者刘红霞、潘莹、顾煜）

天 山 脚 下 冰 雪 运 动“ 热 ”

①①

②②

③③

据新华社深圳1月 2日电 （记
者孙飞） 第十八届中国 （深圳） 国
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2 日落下帷
幕。本届文博会共展出文化产品超
过10万件，4000多个文化产业投融
资项目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主
会场、分会场、各相关活动点总参
与人次超过200万。

本届文博会采取线下为主、线
上同步的办展方式，主会场设在深
圳国际会展中心，共 6 个展馆 12 万
平方米，共有2532家政府组团、文
化机构和企业线下参展，另有 870
家机构和企业线上参展。

本届文博会通过优化组展内容、

搭建设计、展品布局，打造“中国文化
精品走廊”，设立“文化中国”专题展；
文博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
战略，彰显了全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热点、趋势与信心；本届文博会还
集中展示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和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取得的成果，科
技赋能让文化更有“新意”。

在云上文博会平台拓展设立的
国际馆，线上展示国际文化产品及
文化产业项目，展现中国文化“走
出去”“引进来”以及中外文化共融
互通、创新发展的成果，重点突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
化交流与文化贸易。

本报北京1月 2日电 （记者严
冰）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北京至唐山城际铁路

（京唐城际铁路） 日前开通运营，北
京至天津滨海新区城际铁路 （京滨
城际铁路） 宝坻至北辰段同步开通
运营。北京站至唐山站、北辰站间最
快1小时03分、1小时32分可达。京
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京唐城际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

中心站，经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

廊坊市、天津市宝坻区，进入河北
省唐山市，接入天津至秦皇岛高铁
唐山站，线路全长 150 公里，设计
时速 350 公里，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燕郊、大厂、香河、宝坻、玉
田南、唐山西、唐山 8 座车站。京
滨城际铁路与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城
市副中心至宝坻段共线共站，线路
从宝坻站向南引出，经天津市宝坻
区、武清区、北辰区、东丽区、滨
海新区，接入天津至秦皇岛高铁滨
海西站。

北 京 至 唐 山 城 际 铁 路 开 通

第 十 八 届 文 博 会 闭 幕

本报北京1月 2日电 （记者李
红梅） 中国气象局近日公布 《国家
气象观测站升级国家基本气象站名
录》，全国 1587 个有人值守的国家
常规气象观测站（以下简称“常规
站”）分期分批升级为国家基本气象
站（以下简称“基本站”）。其中，1520
个台站于1月1日完成升级。

基本站是国家天气、气候及气候
变化观测网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气
象局综合观测司司长曹晓钟介绍，将
全国1520个常规站升级为基本站，将
提高气象精密监测能力，形成陆海空

天一体化、协同高效的精密气象监测
系统，加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常规站升级为基本站后，气象
探测环境保护范围要求从 800 米扩
大到 1000 米，其他干扰源、铁路、
公路、水塘等的保护标准均有所提
高，直接提升了气候观测站点数
量，改善站点探测环境，进一步理
清常规站站类管理问题，形成规模
适当、长期稳定发展的国家气候观
测网。国家气候观象台、国家基准
气候站、国家基本气象站站间距由
106公里缩小到64公里。

1520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升级为国家基本气象站

图说：

1月2日，江西省新余市仙女湖巨网冬捕现场，渔民们喊着号子进行新
年冬捕作业，呈现一派鱼跃欢腾的丰收景象。 赵春亮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