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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小巷人来人往、街边餐饮排队就餐、文
旅行业逐步复苏……记者近日在各地一线走访看
到，消费进一步回暖，市场活力显现。

夜幕降临，在第 24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
里，500 米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长队，耳边尖叫
声、欢笑声融在一起。“日光下晶莹如玉，月光下万
紫千红，这里真的太好看了，想来很久了，这次终于
和朋友来了，要好好玩一番！”来自江西的游客魏梦
琪说。

“冰城”哈尔滨迎来冰雪旅游季，见证旅游消
费日渐复苏。各类商家、平台抢抓时机推出多样
化的促销活动，各地政府因势利导打造特色消费
业态和场景。

——街巷人气旺，复苏暖意浓。
挂着兔子灯的杭州西湖游船吸引游客竞相打

卡；上海外滩、豫园、南京路等知名商圈出现
“大排长龙”现象；广州永庆坊打造非遗主题街
区，成为国潮消费新场景……通过营造浓浓的新
年氛围和过年仪式感，各地沉浸式消费体验吸引
了大量客流。

上海将在春节等重要节日时点，通过折扣促
销、发布新春潮品、举办剧目展览等形式，推出
百余场重点活动；浙江 2023 年将以“浙里来消
费”为主线，贯穿全年举办多项主题促消费活
动；广东重启潮流夜市、文创集市、主题嘉年华
等活动。

——政策“组合拳”，消费提信心。
10 日上午，位于杭州南山路的极氪中心店

里，不少消费者正在咨询。“上周起，我们店内人
流量开始快速提升，销售量同比上升30%。”在极
氪杭州城市经理冯敬菡看来，此次杭州城区内的
汽车消费补贴对车企来说是一剂“强心针”。

除了汽车消费补贴外，各地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密集出台，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提供有力支
撑。天津陆续发放第二期 1.15 亿元的“津乐购”消
费券，涵盖百货零售、餐饮文旅等消费；在本届全国
大众冰雪季中，北京将陆续向市民发放不少于3万
张冰雪消费券；浙江计划在年货节期间举办 250场
以上特色促销和招商引资活动，预计发放消费券超
16亿元。

——消费年味足，业态齐发力。
位于上海的“中华老字号”新雅粤菜馆针对

今年走俏的“围炉消费”新场景，重点推出 2023
年烧烤礼盒，满足年轻群体对围炉烤肉、烹茶等
新消费需求。

“今年楼外楼总店的年夜饭包厢订座率达到
100%，整体预订率达到八成。”杭州楼外楼实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必正介绍，为适应新消
费需求，楼外楼推出包括东坡肉、叫花童鸡等特
色半成品预制菜年货礼盒。

线上“购物车”年味足。年货节期间，淘宝
天猫的数据显示，含“兔”商品增长明显，对联、红包、灯笼、中国结等成
为春节消费“标配”；拼多多的数据显示，柑橘橙、苹果、车厘子、草莓等水
果最为畅销，销量同比增长120%。

中国数实融合 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麒牧分析，今年元旦、春节“两节”
消费市场呈现加速回暖趋势，特别是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汽车等大宗商品
消费，预计将在“两节”期间迎来较快增长。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
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
老服务等消费”……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进一步明确政
策、稳定预期，市场主体信心更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认为：“面向未来，我们必
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潜能，不断增加多样化多
元化的服务供给，加快释放服务消费升级孕育的巨大增长潜力。同时各地要
加快打造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新商圈、新平台、新场景，以县域消费为抓手
促进多层次消费市场协调互促发展，建设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推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张璇、丁乐、杨思琪、周蕊）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 4.2 万公里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13日从国家铁路局工作会议上

获悉，10年来，铁路网规模质量大幅提升，有力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从 2012年的 9.8万公里增长到 2022年的 15.5万公里，其中高
铁从0.9万公里增长到4.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据悉，10 年来，“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主骨架全面建成，“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和普速干线铁路加快建设，川藏铁路全线开工，重点区域
城际铁路快速推进，老少边及脱贫地区铁路建设加力提速，建成世界最大
的高速铁路网，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层次分明、配置高效的铁
路网络。

目前，铁路客运周转量、货物发送量、货运周转量以及运输密度均居
世界首位。复兴号奔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上，实现对 31 个省区市的全覆
盖，超七成旅客选择乘动车组出行。客运服务市场化、便利化、信息化加
速推进，基本实现电子客票全覆盖，世界规模最大的铁路互联网售票系统
服务超7.2亿注册用户，“一票难求”的现象得到根本性改变。

本报北京1月13日电（记者聂传清、王俊
岭） 中国外贸规模再上新台阶。海关总署13日
发布数据：2022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2.07 万亿元，比 2021 年增长 7.7%，连续 6 年
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其中，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总额为
2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进口18.1万亿
元，同比增长4.3%。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表示，2022
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外贸顶
住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在上年高基数基础上
实现稳定增长，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0万亿元
关口，为经济稳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增长快、比重
升。2022 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 26.81 万亿
元，增长11.5%，占进出口总值的63.7%，较上

年提升2.2个百分点。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与东盟经贸往来更

加密切，进出口规模达到 6.52 万亿元，增长
15%，东盟继续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同
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
长 19.4%， 占 我 国 外 贸 总 值 的 32.9%， 提 升
3.2 个百分点；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增长 7.5%。

从 外 贸 主 体 看 ， 民 营 企 业 表 现 不 俗 。
2022 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 59.8
万家，增加 5.6%。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
比重达到 50.9%，提升 2.3 个百分点，年度占
比首次超过一半。

从商品种类看，主要产品供需稳、优势
足。2022 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出口 20.66 万亿
元，增长 2.5%，占进出口总值的 49.1%。其

中，太阳能电池、锂电池和汽车出口分别增长
67.8%、86.7%和 82.2%。此外，原油、天然气
和煤炭等能源产品合计进口3.19万亿元，增长
40.9%，占进口总值的17.6%。

202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外贸进出口顶
住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规模再上新台阶，
质量稳步提升。（相关报道见第三版）

压题图片：春节临近，江苏省扬州港的集
装箱码头，一辆辆集卡来回穿梭，一艘艘货轮
在码头的泊位上有序装卸集装箱，码头生产红
红火火。图为近日，扬州港一派繁忙景象。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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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
连续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中国外贸首次突破中国外贸首次突破4040万亿元关口万亿元关口
连续连续66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新年伊始，海南各地的田野上已是春耕景象，农民在节前加紧播种，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身
影。图为1月13日，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北山村的农民在采集秧苗准备插秧。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新年伊始，海南各地的田野上已是春耕景象，农民在节前加紧播种，到处都是辛勤劳作的身
影。图为1月13日，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北山村的农民在采集秧苗准备插秧。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赶大集，备年货”是北方地区年前民
俗之一。春节将至，山东各地的集市热闹
非凡。在泰安市东平县州城街道“黄河大
集”，刚出炉的州城烧饼、热乎乎的东平
粥、络绎不绝的游客、商贩们此起彼伏的
叫卖声给这里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大集上，66岁的尚福勇吸引着来往
游客的目光。只见他端坐在摊前，一双
巧手携剪刀上下翻飞，伴着利落的“咔
嚓”声，手中的红纸逐渐显出图案。不
一会儿，“东平古八景”之一——昆岩
瀑雪便呈现在游客眼前。红艳艳的剪纸

在阳光下格外喜庆，引发阵阵喝彩。
“尧陵揽胜、昆岩瀑雪、稻蒲荷

香、城堤秋水、会河帆影、峗峰云洞、
龙山圣井、黄石悬崖，这是东平古八
景。剪纸是黄河岸边的‘非遗’，我想
以此弘扬东平的历史文化。”尚福勇说。

今年，山东创新推出文化“两创”新名
片——“黄河大集”，整合直播带货、惠民
演出、文化体验等活动，在全省选取“文化
味、乡土味”浓厚的大集，让“黄河大集”与
乡村冬春群众性文旅活动相融合，打造成

“年货大集”“好品大集”“文化大集”。
山东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山东正积极打造沿黄河文化体验廊
道，“黄河大集”成为重要载体。“黄河
大集”将融合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生
态文化等，连通重点景区、遗址遗迹、
古城古镇古村等节点，汇集“山东手
造、山东智造”优质产品。

聊城市高唐县清平镇清平大集位于
黄河故道，地处高唐、茌平、临清三县
市区交界，是高唐县规模最大的集市。
近日，高唐县“黄河大集”充分利用清
平大集原有业态，开辟出年货展示区、
大戏演出区、民俗展示区、林荫书画展

展示区等。
酥脆香甜的糖藕、金黄爽口的清平

馓子、劲道有弹性的豆腐皮、口味众多
的花生米、栩栩如生的麦秆画……特色
家乡好物汇聚成高唐“黄河大集”的热
闹与温情，地方风俗浓郁、年味满满。

东阿阿胶、周村烧饼、淄博琉璃、莱
阳梨、烟台苹果……记者看到，作为“黄
河大集”上的主角，“好品山东”品牌已经
成为山东高质量发展的靓丽名片。

走进有近百年历史的淄博周村大
集，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芝麻香气，这来
自每张都有 3000 多粒芝麻的周村烧饼。

作为山东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之
一，周村烧饼手工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第一
批“好品山东”品牌名单。

在曲阜市石门山镇“黄河大集”春
节季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山东手造·曲
阜有礼”文旅商品、“儒家味道”曲阜
优质农产品、“阜藏天下”曲阜老字号
等文化产品琳琅满目。更有书法爱好者
现场挥毫泼墨，送春联送福字，充分彰
显着孔子故里的独特文化气质。

“桑皮纸起源于汉代，现在已经有上

千年的历史。”大集上，非遗传承人们向
游客热情介绍桑皮纸、面塑、绢花等非遗
文化。游客还能欣赏到别具风格的地方
戏剧，赶集变成了热闹的“文化之旅”。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认为，
“黄河大集”之兴展现了老百姓物质生活
富足和消费品位的提升。同时，作为非遗
文化民间传承的生动实践，“黄河大集”将
促进城乡文化不断融合，为山东特色文化
提供展示的平台，进一步扩大“山东手造、
山东智造”优质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

（新华社济南1月13日电 记者孙
晓辉、袁敏）

烟火气氤氲“文化味”
——山东“黄河大集”年味渐浓

海南春来早 节前播种忙

2022年中国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超1亿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记者严赋憬） 记者从13日召开的全国林业

和草原工作视频会议上获悉，2022年全年中国完成造林5745万亩、种草改
良 4821 万亩、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2771 万亩，实现了 1 亿亩的既定目标。
2022年，山西、甘肃、内蒙古、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 7个省份人工
造林均超过100万亩。

据介绍，2022年，中国组织实施林草区域性系统治理项目51个，启动
实施第二批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 20 个，林草植被总碳储量达 114.43 亿
吨，年碳汇量12.8亿吨，国土绿化工作取得较好成果。

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保证每年1亿亩、
林草各一半、新造林不低于2000万亩的目标，合理确定国土绿化空间规模，新
增绿化空间力争不低于2亿亩。将坚持数量质量、存量增量并重，盘活存量要
注重调整品种结构、优化林分质量，扩大增量要注重科学布局、适地适树。

此外，在林长制建设方面，据悉，2022年，中国林长制管理体系初步
形成，全国各级林长近120万名，全年恢复乡镇林业站900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