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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0 日 电 （记
者 徐壮） 记者 10 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获悉，2024 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文
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据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合计 1.1 亿人次，同比增
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
亿元，同比增长 8.1%。

假期中，群众赛龙舟、吃粽子、
唱山歌、赏古曲，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广东、湖南、
浙江、贵州、云南等地举办龙舟竞
渡。携程数据显示，举办叠滘龙船
漂移大赛的广东佛山租车订单量同
比增长 250%；举办 2024 年中国汨罗
江龙舟超级联赛的湖南岳阳端午节
旅游订单同比上涨 52%；中国·桃花
潭第十一届龙舟赛带动安徽宣城假
期旅游订单增长 32%。

假期中，各地纷纷推出特色活动、
新型消费场景和惠民措施。各地还将
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机融入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戏剧场、电影院等文
化空间，丰富文旅融合新场景。

大批游客选择在本地休闲或近
程旅游，城郊亲水、采摘、农事体验、
露营等项目受到青睐，文化场馆、商
业街区成为游客的主要游憩空间。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因地制宜举办非遗体验、民俗市集
等端午主题特色活动，持续释放夜
间消费活力。

游客越来越偏爱选择灵活化、个
性化的出游方式，在慢节奏旅行、深入
体验、放松休闲中享受生活。云南、青
海、甘肃、内蒙古、贵州等地成为年轻
人自驾游、避暑游的热门选择。

“影视+文旅”双向赋能，电视
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带动新疆阿
勒泰地区、伊犁州等自驾游目的地
持续火热。携程数据显示，端午小
长假乌鲁木齐租车订单翻番，伊宁
市增长 140%。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0 日 电 （记
者 王聿昊） 记者 10 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6 月 9 日（端午节假期第 2
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0135.8万人次。

具 体 来 看 ，铁 路 客 运 量 为
1249.1 万人次，水路客运量为 104.8
万人次，民航客运量为 169.9 万人
次 。 公 路 跨 区 域 人 员 流 动 量 为
18612 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
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
量为 15239 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
运量为 3373 万人次。

端 午 节 假 期 国 内

旅游出游 1.1亿人次

端 午 假 期 第 2 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超 2 亿人次

“时维五月兮，节届端阳……竞渡
龙舟兮，吊古忠良……”五月五，端午节，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传承
400余年的三闾骚坛诗社近百位诗友举
行端午诗会，共同吟诵诗社名作。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关于端午节起源，影响最广泛的
是 纪 念 屈 原 说 。”武 汉 大 学 特 聘 研 究
员、秭归民俗文化专家郑承志说。

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屈原，是我
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所作的

《离骚》至今广为传诵。在楚国，屈原
一度得到重用，但因政见不合，遭到排
挤，最终被流放。

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都郢。
相传，听闻这个消息，屈原于五月初五
在绝望中抱石自沉于汨罗江。楚国百
姓哀痛异常，纷纷到江边凭吊。渔夫
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并抛洒
饭团食物防止鱼虾啃食他的身体。以
后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举行盛大的
活动来纪念他，并逐渐形成了龙舟竞
渡、包粽子等习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除了纪念屈原
的说法，民间还有凭吊伍子胥、曹娥、
介子推等说法，也有‘辟邪说’‘祭龙
说’。”郑承志说，在屈原诞生地和投江
区域，端午习俗主要是纪念屈原；在江
浙一带，以纪念助吴伐楚、后因吴国政
治斗争被赐死的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
子胥为主；在浙江绍兴，也有纪念入江
救父的东汉孝女曹娥的说法；而在山

西、河北一带，人们则缅怀追随晋文公
流亡十九年不求功名利禄的春秋时期
晋国贤人介子推。

“端午节纪念人物的说法各有不
同，但都蕴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
屈原代表爱国情怀，伍子胥、介子推和
曹娥代表忠孝，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内容。”浙江省非遗保护协会副会
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华文说。

至于“祭龙说”，是指端午节来源
于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龙图腾祭
祀演变而来。而“辟邪说”，指端午节
正 值 仲 夏 ，在 古 人 的 观 念 中 ，五 月 是

“毒月”，毒蛇、蜈蚣、壁虎、蜘蛛、蟾蜍
等“五毒”渐渐复苏伤人，相当一部分
端午民俗与避疫有关。现在看来，这
一 解 释 也 是 最 接 近 端 午 节 的 原 初 意
义，后来逐渐与纪念人物融合在一起。

据文献记载，端午节的最初形成
时间是战国时期，历经 2500 多年，如今
逐渐发展为龙舟竞渡、吃粽子、挂菖蒲
艾叶、饮雄黄酒、做香囊等习俗。

“端午比年大，一个端午三次过。”
在 秭 归 ，端 午 节 过 得 比 春 节 更 隆 重
——五月初五“头端午”，五月十五“大
端午”，五月二十五“末端午”。“头端
午”以祭祀屈原为主，“大端午”举行隆
重的龙舟竞渡，“末端午”则举行放河
灯、送瘟船等民俗活动。

楼台亭榭精心扎制，雕梁画栋工艺
精致、气势宏伟……在黄石市，民众每
年自发举办一项有着千余年历史的文

化活动——以消灾、祛病和求平安健康
为主题的神舟会。持续月余的活动丰
富多彩，祈求神舟带走疾病、带走瘟疫、
带走灾难，祈盼一年吉祥、幸福、安康。

“祭伍子，迎水仙”。在江苏省苏州
市，每年都要在江河划龙舟。龙舟开赛
之前，各支队伍都要拜祭伍子胥，并邀请
有名望的人士“点龙眼”。龙舟竞赛结
束，还要举办送神仪式，称作“拔龙头”。

2009 年，“中国端午节”入选《世界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
是我国传统节日首次跻身世界非遗名
录，由湖北省秭归县“屈原故里端午习
俗”、湖北省黄石市“西塞神舟会”、湖
南省汨罗市“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
苏省苏州市“苏州端午习俗”组成。这
三省四地的端午习俗于 2006 年入选首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世易时移，历久弥新。如今传承
千年的中国端午节，逐渐成了世界的
节日。”郑承志说，划龙舟、包粽子等端
午习俗漂洋过海，在东南亚甚至欧美
受到热捧，以热爱祖国、家庭，崇尚健
康浪漫为主要内容的端午文化，构筑
起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同时，也正在
得到世界的认同。

新华社北京 6月 10日电

6 月 10 日，2024 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暨南宁龙舟公开赛在南宁邕江大桥畅游阁附近水域举行，吸引广西区内外的 50 余支
队伍、1000 多名运动员参赛。图为参赛队伍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端午时节话端午
新华社记者 李思远 冯源 喻珮

这 里 ，儒 风 千 载 文 脉 相 传 ，能 体
会 到 中 华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这 里 ，海 岸
线绵延曲折，能看到蓝色经济发展的
活 力 ；这 里 ，绿 色 经 济 创 新 不 断 ，“ 不
只是好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月 5 日 至 8 日 ，来 自 阿 根 廷 、南

非、沙特、越南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十
余位驻华使节和代表应外交部邀请做
客山东，感受齐鲁大地山与海的浩荡气
魄，体悟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探讨新
领域新合作的更多可能。

品人文：在这里感悟千年
文化积淀

6 月 的 曲 阜 天 朗 气 清 ，坐 落 在 曲
阜 南 北 城 市 中 轴 线 上 的 孔 庙 古 树 参
天 。 使 节 们 循 着 道 路 两 旁 的 百 年 古
树走向庙堂深处，领略中国先哲的千
年智慧。

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曾在中国
留学，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颇有心
得。马岩说，儒家思想中的这些价值观
深刻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参访途中，南非驻华使馆公使巴
仕迪精心挑选了一对孔庙造型的金属
书签当做纪念品。巴仕迪表示，如今
南非和中国在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富有
成效，为两国巩固双边关系提供了极
大助力。

“孔子思想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博大
精深。”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感慨：

“我们应该明白，文明因共存而和谐、因
多元而精彩。”

看生产：这里能提供“一流的
农业技术”

随着高铁向东疾驰驶向海滨之城
烟台，一片蓝色在使节们眼前舒展开
来。海岸线绵延曲折的山东，生态渔业
发展潜力巨大。

濒临大西洋的摩洛哥同样拥有丰
富的渔业资源，是非洲最大的产鱼国
和世界最大的沙丁鱼出口国。摩洛哥
驻华大使安萨里说，鉴于各国对水产
需求不断增加，渔业养殖还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期待与中国发展更多在该
领域的伙伴关系，探索海洋渔业的增
产转型。

芒种已过，烟台大樱桃的收获期接
近尾声。在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半月
湾农业示范基地，十余个品种的樱桃颜
色鲜亮、个头饱满。

“有些品种也在非洲种植。”莱索托
驻华大使拉巴莱注意到，除了新品种选
育，基地还有一项技术，能让果园里长
蘑菇。

“他们利用果园生产管理的空闲期
在树下种植赤松茸。”拉巴莱称赞道：

“这是一流的农业技术，也正是我们国
家需要的技术。”

论未来：这里有“科技创新和
战略眼光”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寻求更多与
中 国 企 业 在 新 兴 技 术 领 域 的 合 作 机
会！”参访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时，
沙特阿拉伯驻华使馆公使卡西姆·戈
什兰说。

得知东方电子在沙特实施了新型
数字化配电终端项目，帮助当地提升了
电力智能化水平，卡西姆·戈什兰主动
同工作人员加了微信好友。他告诉记
者：“我决定在山东多留几天，进一步对
接两国企业间的合作。”

新 能 源 动 力 系 统 、智 能 配 用 电
技 术 、海 工 装 备 制 造 、海 洋 资 源 综 合
开 发 …… 山 东 绿 色 经 济 和 蓝 色 经 济
的 新 发 展 是 使 节 们 此 次 参 访 了 解 的
重 点 。

“这里的规模之大、设施完备程度
之高，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
来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
台基地的厂区码头，马致远感叹。不远
处，开采可燃冰的“蓝鲸 2 号”钻井平台
等高端海工装备在巨大的轰鸣声下更
显气势磅礴。

了解到中集来福士的许多海工装
备都是自主研发设计，马岩表示，正是

“科技创新和战略眼光”推动了海洋经
济可持续发展。

莫桑比克驻华大使玛丽亚·古斯塔
瓦说，山东在基础设施、绿色能源等领
域都实现了高水平发展，经济多元、充
满活力。

“ 这 里 不 只 是 好 客 ！”安 萨 里 说 ，
山 东 蕴 含 的 潜 力 可 以 迸 发 出 无 限 可
能 。 新 华 社 济 南 6 月 10 日 电

十多位驻华使节“做客”山东：

这里的文化和发展让人大开眼界
新华社记者 曹嘉玥 张昕怡 丛佳鑫

当前，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深刻变
革，在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AI）助力
下，自动驾驶成为全球各大汽车制造商
重点攻坚的核心技术“高地”。现在距
离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远？这项技术
的实用性和安全性面临哪些挑战？这
些问题受到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
讨论。

自动驾驶是这样“练”成的

专家称，自动驾驶功能是伴随着车
辆 全 使 用 周 期 动 态 进 化 而 逐 步 实 现
的。一款新车型上市交付时，其自动驾
驶功能并非“完全体”。

一般情况下，自动驾驶功能需依靠
车辆搭载的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
雷达等传感器获取道路信息，通过车载
计算平台集成融合成以车身为中心的
路况“鸟瞰图”，车辆的自动驾驶算法会
以此“推理”出相应行驶路径。相关数
据在脱敏后也会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云
计算平台，“喂”给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
训练，持续迭代升级算法，进化出新版
本后再向用户车辆推送，不断优化车辆
驾驶体验。

根据国际汽车工程师协会制定的
标准，广义的自动驾驶从 L0 至 L5 共分
为 6 个层级。L0 只提供预警信息，不介
入驾驶操作。L1 和 L2 还是以驾驶员为
主，称其为辅助驾驶更准确。只有到
L3 及以上才算是逐步减少直至摆脱驾
驶员干预的自动驾驶。不过等级越高，
实际体验未必越“先进”。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执行副总
裁王忻说，L3 自动驾驶启动时，驾驶员
双手可以脱离方向盘，注意力转移到别
的事情上，但一定要在相应的运行设计
域（ODD）下才可以。“在实际使用中，
L2 自动驾驶的使用范围可能比 L3 更广
一些，比如高速和城乡道路上都可以使
用，但这些情况下责任主体还是驾驶
员。”博世智能驾控事业部公关负责人
潘嘉汇解释说。

“让AI帮我开车”

业内普遍认为，当前技术水平下，
汽车要摆脱驾驶员而完全自动驾驶尚
有难度。蔚来公司创始人李斌表示，当
前自动驾驶仍处于“人车共驾”阶段，

“从有这个技术到真正好用，正在经过
这样一个阶段”。

“ 感 觉 是 让 AI 帮 助 我 开 车 ，而 不
是完全替我开车。”白国龙是一名传统
燃油车用户，他在体验某款车型的自
动驾驶功能后表示，车辆的确能够应

对绝大部分常见路况，但当出现与他
预期不符的路况应对或驾驶动作时，
他会果断接管。汽车行业媒体“电动
星球”负责人欧阳晨说，当前自动驾驶
功能在通过复杂路段时，比如转弯时
遇到过斑马线的大量人流，通行效率
依然比不上驾驶员。

目前，自动驾驶技术仍面临一些
技术瓶颈和难点。例如，自动紧急制
动系统（AEB）理论上可以帮助车辆在
紧急情况下自动刹停，避免碰撞。但
潘嘉汇表示，“这项功能有相应的触发
条件。当遇险时驾驶员有转动方向盘
的动作，或车辆行驶在较大的弯道上，
或者车速超过系统定义的阈值等情况
下，AEB 都可能无法触发”。此外，行
驶 过 程 中 识 别 并 避 让 突 然 出 现 的 低
速、静止目标或异形车辆也是业内的
难点之一，“目前很难做到 100%识别
避让”。

王忻表示，自动驾驶面对纷繁复
杂的路况，尤其是特殊路况时出现的

“边角案例”，需要准确“推理”出安全
的行驶路径，“这还需要在算法、算力
和 有 效 数 据 训 练 三 个 方 面 持 续 精
进”。

提升安全 解放精力

完全自动驾驶走入现实尚需时日，
但辅助驾驶功能已受到许多消费者的
关注。

“解放精力、减少事故，这些都是智
能（辅 助）驾 驶 给 我 们 用 户 带 来 的 利
益。”李斌说，就蔚来目前的产品而言，
人车共驾与单独由人开车相比，安全性
已提高 6.26 倍，且这方面表现还在提
升。在开启辅助驾驶时，驾驶员也不必
一直踩加速踏板或者随时准备刹车，这
样可以解放许多精力。

“人车共驾和自己开车的区别在
于 ，一 个 是 看 着 开 车 ，一 个 是 盯 着 开
车。”王忻解释说，车辆搭载的各类传
感器相当于多了好多双眼睛帮驾驶员
看路，出现风险时可及时预警。长途
出行时，人车共驾可极大缓解驾驶员
的疲劳。

不过李斌也认为，消费者对辅助驾
驶“有一些陌生，还不知道怎么去适应
人和车一起开，需要有一个接受的过
程，循序渐进也是合理的”。

专家们认为，总体而言，规范使用
辅助驾驶功能已极大改善人们的出行
体验，但无论自动驾驶技术如何进步，
出行安全永远应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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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助力，完全自动驾驶还有多远
新华社记者

又是一年端阳到，龙舟竞渡粽香
飘。在这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五湖四
海的人们或是划龙舟、包粽子、挂香
囊，或是参加非遗展演、文艺活动，以
此追思爱国先贤，传承家国情怀，弘扬
传统文化。

缅怀追思先贤

汨罗江畔的湖南省汨罗市，街头
巷尾飘荡着粽子清香味。汨罗市屈子
祠镇新义村的李飞西是村里有名的包
粽子能手，只见她熟练地将碱水泡好
的糯米放到粽叶内，扯一根五彩线，手
指上下飞舞，很快就包出一个独具汨
罗特色的牛角粽。

“我们汨罗人从小就听屈原的故
事长大，端午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
日，不少在外工作的人会特意回乡过
节。”李飞西说。

相传 2300 年前，屈原在汨罗江自
沉。汨罗江畔，代代纪念屈原，龙舟竞
渡、吃粽子、挂菖蒲、插艾蒿、系香囊成
为人们追思先贤的重要方式。

“汨罗的端午节日氛围长期浓厚，
背后是人们对屈原的缅怀，对爱国、正
直、求索等理念的推崇。”在汨罗屈子
祠工作生活 40 余年的屈学专家刘石

林说。
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举行了古

朴隆重的游江招魂仪式。主祭者诵诗
祭屈原，嘉宾为龙舟的龙头点睛，16 条
参 赛 龙 舟 在 江 面 绕 圈 盘 旋 ，巡 游 祈
福。68 岁的郑祥龙是秭归有名的龙舟
教 练 、手 工 木 制 龙 舟 市 级 非 遗 传 承
人。他感慨：“在龙舟竞渡中缅怀屈
原，团结拼搏，会成为我们每一代人的
难忘回忆。”

传承家国情怀

江面上，健壮的划手跟随鼓点奋
力划桨，动作整齐，水面溅起一阵阵浪
花……2024 年中国汨罗江龙舟超级联
赛（本 地 组）比 赛 10 日 在 汨 罗 举 行 。
该比赛为 22 人制传统龙舟 500 米直道
竞速赛，共 20支本地队伍参赛。

汨罗市罗江镇罗滨村龙舟队的年
轻队员彭军特意请了假，提前从广州
回来参赛。赛前连续训练多日，每天
顶着烈日的炙烤，他跟老师傅们详细
请教划龙舟的技巧。

当地民谚称“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
船”。彭军说：“龙舟竞渡精神激励我们
拼搏不息，屈原精神告诉我们要爱国，年
轻人要做好传统文化的接力传承。”

江西瑞金绵江河畔，龙舟赛吸引
了许多群众前来观赛。“我们自发筹款
购置比赛物资已经近 20 年了，就是希
望孩子们能一直传承龙舟精神。”沙洲
坝镇清水村村民说。

依托城楼、街巷、河道、水车、拱
桥、乌篷船等仿古设计，甘肃兰州老街
化身为“国风”秀场，身着汉服的游客
徜徉其中，漆扇制作、艾草净手、艾草
花篮制作、游园共放河灯等活动吸引
游客驻足。

走进湖北省秭归县文化馆旁的非
遗小巷，艾叶悬挂、香囊摇曳，一盏盏
复古的牛皮灯笼，一缕缕清新的艾粽
香气，营造出中国式浪漫氛围。

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
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也在无形中赓续民族情感和
家国情怀。

弘扬传统文化

10 日上午，《我们的节日·端午》
“沙风磁韵”非遗购物节暨非遗展演在
重庆磁器口古镇拉开序幕。台上，独
具韵味的四川清音、雄浑朴实的川江
号子、变幻莫测的川剧变脸等非遗节
目接连上演，博得观众掌声不断。台

下，包粽子、做香囊等端午习俗体验活
动引来众多游客一试身手。

近年来，非遗、国潮、国风与端午
习俗结合，广受年轻人追崇，背后是国
民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连日来，汨罗端午艾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徐琅十分忙碌。她和同事们
将古法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让艾
草在端午期间的应用不再局限于“门
插艾”，陆续推出具有国风特色的艾草
香囊、艾草蒸汽眼罩等，艾制品从粗加
工产品走向便携化和精致化，非常受
年轻人欢迎。

在甘肃庆阳，非遗产品香包走俏
市场，“柿柿如意”“好运莲莲”等国风
手工香包挂饰寓意美好且新潮实用，
在市场上一度供不应求。庆阳市文体
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郭丽君说：“紧密结
合群众生产生活需求，传统文化越来
越受热捧。”

“近年来，各地结合本地资源禀赋
对端午习俗进行弘扬创新，形式生动
活泼，群众积极参与，广受年轻人喜
爱。”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
主任唐志强说。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0 日 电 （记 者
周楠 梁建强 李杰 李思远 周思宇）

缅怀·传承·弘扬
—多地端午节庆活动扫描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