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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7 日 ，
在江苏省南京市
栖霞区的国网江
苏电力应急抢修
中 心 基 地 ，电 力
工 人 搬 运 设 备 ，
准备抢修被台风

“贝碧嘉”损毁的
电网。

月 满 中 秋 ，
众 多 劳 动 者 坚
守 岗 位 ，保 安 全
促 生 产 ，守 护 万
家团圆。

新 华 社 记
者 史俊摄

夜幕降临，重庆渝中十八梯传统风
貌区内游人如织。“白天主打室内游，晚
上再来爬坡上坎，作为‘不夜城’，重庆
的夜很有味道。”游客陈玉珏说。

这 个 中 秋 假 期 ，记 者 走 访 重 庆 、
上 海 、湖 南 等 地 文 旅 市 场 发 现 ，今 年
中 秋 游 多 了 一 份“ 松 弛 感 ”，中 式 夜
游 、短 途“ 微 度 假 ”、文 艺 游 成 为 游 客
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转的
湘昆曲调自河上传来。在湖南郴州苏
仙区裕后街历史文化街区，来自湖南省
昆剧团的演员们乘坐花船巡游，吸引市
民游客争相拍照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的始
发地，至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月影之
下，古街别具风味。中秋假期，裕后街
举办历史文化节，推出皮影戏、非遗文
化市集、民俗演绎等系列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把夜
游玩出新花样。15 日晚，来自世界各
地的翼装飞行员们与身披“嫦娥”轻纱
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色中带来一场震
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表
示，各地结合时令节庆，在传统赏月外
拓展消费场景，带来多元化体验，让中
式夜游成为中秋假期文旅消费热点。
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国内古
镇 园 林 夜 游 相 关 搜 索 热 度 环 比 上 涨
77%，夜间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涨 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微
度假”广受欢迎。

9 月 17 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区龙
华广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活动，京

剧、沪剧、昆曲、评弹……现场演绎曲艺
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 5 岁的女儿穿上
汉服，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照。她说，
城市商圈和街区举办丰富活动，既能体
验传统文化，又能方便地就餐、聚会，是
个好去处。

住在上海浦东的石明 17 日一早便
和女友驾车直奔位于临港新片区的滴
水湖。环湖散步、游览上海天文馆、在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欣赏演出……石明
将一日游安排得满满当当。台风过境，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于中秋节当日全面
恢复运营，多个中外艺术团同台竞演。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省酒
店订单比例预计达到 50%以上；预订
高铁出行的订单中，出游半径约为 361
公里。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来更
多好去处。重庆渝中区假期陆续推出
中秋节赏秋文化展、解读中秋诗作活
动、中秋优秀美术作品展等。一场中秋
音乐会在渝中区巴将军公园举行，一首
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精彩上演，吸引
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中秋来渝中，除了洪崖洞、解放碑
等景点，游客还有丰富的文体艺活动可
以选择，假期共上演各类营业性演出
300 余场次。”渝中区文化旅游委副主
任卢永军说，中秋假期首日，渝中区接
待游客 104.6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 5.8%；旅游综合收入 8.87 亿元，按
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6.4%。

新华社记者 李 晓 婷 陈 爱 平
张格

月夜游、短途游、文艺游
——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我现在连起咯！”广西桂林市灵川
县大圩镇下张村乡村医生周义胜轻点
桌上的平板设备，县人民医院全科医学
科副主任医师苏丽玲的远程实时画面
便显示在屏幕上，一场远程问诊在村卫
生室开启了。在灵川县，这样的远程医
疗服务已覆盖当地 12 个乡镇卫生院和
120 个村卫生室，村民在“家门口”就能
看上县城里的医生。

77 岁的下张村村民秦兰秀曾患脑
梗，数月前接受了手术治疗，目前正在
康复中。“现在吃饭可以拿筷子、拿勺子
了吧？”“康复锻炼每天都在做吗？”……
在周义胜的协助下，苏丽玲远程跟进秦
兰秀的康复情况，并为老人开出了新的
康复治疗方案。

周义胜介绍，虽然一般的慢性病等
疾病管理在村一级基本可以解决，但一
些情况复杂的患者需要定期到上级医
院复查，“之前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去
县城看病，一趟得花一两天，儿女还得
请假陪同，现在通过远程医疗，省去了
很多麻烦。”

下张村卫生室与灵川县人民医院
相隔 30 多公里，一台分布式移动远程
终端机，让县城医疗资源直通乡村。灵
川县卫生健康局一级主任科员秦戊孙
介绍，灵川县自 2021 年 1 月起开始建设

医共体信息服务平台，在县人民医院建
立门诊处方数据库、住院病例数据库和
慢性病数据库，医共体内临床诊疗与公
共卫生数据形成互联互通，实现处方、
病例、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和远程影
像、心电“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等医疗
质量同质化管理。

通过远程医疗，苏丽玲在县人民
医院不仅可以问诊村卫生室的病人，
还 能 为 乡 镇 卫 生 院 的 患 者 提 供 远 程
查 房 。 灵 川 县 大 圩 镇 中 心 卫 生 院 医
生 赵 杏 群 将 分 布 式 移 动 远 程 终 端 机
带 到 了 患 者 床 旁 ，并 连 接 远 程 听 诊
器。赵杏群操作听诊器时，屏幕另一
端 的 苏 丽 玲 透 过 耳 机 可 同 步 听 到 患
者的心跳声。

“ 一 些 病 情 复 杂 、症 状 反 复 的 病
人，上级医院的专家远程看一下，可以
对接下来的治疗给出细致指导。”赵杏
群说，远程查房还有助于基层医生向
上级医院专家学习取经，起到传帮带
作用。

近 年 来 ，远 程 医 疗 已 成 为 提 升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能 力 的 重 要 手
段 。 据 介 绍 ，2023 年 8 月 以 来 ，灵 川
县 已 累 计 开 展 远 程 诊 疗 逾 3000 次 ，
远 程 查 房 60 余 次 。

新华社记者 黄凯莹

这几天，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
中 心 渔 港 ，每 天 会 有 200 余 艘 渔 船 陆
续回港。

“禁渔期歇了 4 个月，人养足了精
神，海鲜也养肥了，中秋节是销售的‘黄
金期’，大家伙都在加油干。”65 岁的船
东王殿杰对记者说。

乐亭县所在的海域，是渤海湾多
种鱼虾蟹贝和洄游性经济鱼类繁殖的
重要场所，盛产鲅鱼、梭子蟹、皮皮虾
等 多 种 海 产 品 。 作 为 一 个 从 业 43 年
的老渔民，王殿杰家有两条大马力钢
制渔船，雇着 10 个员工，年纯收入 60
万元左右。

“近几年生产条件变化非常大，家
家渔船都安装了新的技术装备，能随时
掌握风浪数据，放网起网也都实现了自
动化，通过船载卫星还能随时和家人聊
微信。”王殿杰说。

唐山是渤海湾最具代表性的渔业
资源大市之一，2023 年海洋捕捞 8.8 万
余吨，渔业总产值超 218 亿元，同比增
幅达 13.9%。

据介绍，唐山通过加强禁渔期执法
监督、提升渔业安全生产监管、推进海
洋渔船更新改造等措施，捕捞业效益稳
步提高。不过，唐山不再单纯依靠捕捞
业，近海养殖日益成为提升水产品产量
的关键。

来到位于曹妃甸区的十里海养殖
场，这里的 1 万亩河豚鱼将在 10 月中旬
上市。十里海养殖场党委书记郑有刚
介绍：“这里人工养殖河豚鱼起步于 90
年代，近几年通过运用先进的养殖技
术，鱼、虾、蟹混养模式让养殖产量和效
益得到有效提升。”

虾农朱亚军就是河豚鱼和对虾套
养的受益者之一。“对虾每亩收入 2000

元左右，河豚鱼每亩能收入 1000 元左
右，家里总共 100 亩池塘，年收入可达
30万元。”

目前，十里海养殖场河豚鱼产业已
经非常成熟，这里形成了孵化、养殖、越
冬的专业化生产体系，还注重深加工，
冰鲜河豚鱼大量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
和地区。

“近几年我们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建设了集养殖生产、加工销售、渔事体
验、餐饮住宿、科普观光为一体，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的项目，年吸引游客 30
万人次，增收约 2.5亿元。”郑有刚说。

“ 家人们，渔船马上回港，新鲜的
黑沿子皮皮虾马上有，想吃一口的要
抓紧了!”记者在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
镇走访时，赶上渔民毕艳华在码头直
播带货。

58 岁的毕艳华出海捕鱼已有 20 余
年，一年出门半年多的时间，收入有十
几万元。

近几年，毕艳华像很多渔民一样，
学会了用手机记录渔民生活，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拥有了不少粉丝，还做起直播
带货。“最近码头特别热闹，我每天都过
来 直 播 一 会 儿 ，多 的 时 候 一 天 能 卖
3000 多元。”

有时候船还没到港，海鲜就已订购
一空，上网卖货激发了渔民们的生产热
情，也拓宽了海产品的销售渠道。在数
字化赋能下，当地越来越多的海产品企
业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零售模式，
销售范围越来越大。

唐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印玲说，
唐山将进一步提高水产行业的生产、养
殖、管理、服务效率，扶持渔业转型升级，
进一步打造环渤海现代特色渔业强市。

新华社记者 杨帆 刘桃熊

上午 9 时许，大城市早高峰的喧嚣
还未褪去，静谧的皖南山水间，有一批
年轻人已经以另一种节奏开启了新的
一天。明亮的共享办公区飘散着咖啡
香，陆续有年轻人来到这里，有的围坐
在圆桌旁展开讨论，有的敲着键盘沉浸
于工作。推开门，外面便是绿树成荫、
河水潺潺的美景。

这 是 位 于 安 徽 省 黄 山 市 黟 县 的
NCC 黄山数字游民社区，在此相聚的
年轻人是一群数字游民。

数 字 游 民 ，是 指 利 用 现 代 信 息 技
术进行远程工作，不受传统工作地点
束缚，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
的个体。他们带着电脑拉着行李，从

“一线”大城市来到安徽黟县，边工作边
旅居。

临窗而坐的是 28 岁的十笔（化名），
一年前他还奔波于大城市中。“早上睁
开眼便一头扎进地铁奔向公司，下班时
月亮早已挂起，有时一整天都很难见到
阳光。”快节奏的工作让他考虑换一种

慢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辗转多地
数字游民社区旅居体验后，来到黟县。

“社区内除了办公和居住场所，还建有
小剧场、图书馆、会议室，平时还会组织
各种室内外活动满足大家不同需求。”
在十笔看来，这里是兼顾生活与工作的
理想“栖息地”。

“相比独自在家‘埋头苦干’，我更
喜欢在轻松的氛围里和朋友一起投入
工作。”程序员小梁毕业后便开始远程
办公，来到这里 3个星期，已经和社区成
员熟络起来。他会规划好每天的日程，
保持高效工作，以便腾出时间和朋友到
户外玩飞盘，晚上一起在露台赏星星、
玩桌游，周末相约去周边走走逛逛，感
受山乡野趣。

今年 7月，社区正式对外开放，依靠
黟县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高速铁路
网、深厚的文化底蕴、宜居的生态气候
与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陆续吸引了
300 余人报名。“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
行各业的人们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在一

起更容易碰撞出火花。”社区主理人大
曹说，社区提供了一个共居共创的空
间，能更好地将这些人才资源链接起来
形成合力。

黟 县 有 充 满 诗 意 的 生 活 空 间 ，也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社区搭起年轻人
与乡村‘双向奔赴’的桥梁，促进资源
双向流动。”大曹介绍，社区成员多是
有想法、有技能的创业者或是想在乡
村发展事业的探索者。这里经常举办
分享会，供大家交流工作经验，分享优
质资源，或发布创业设想，帮助招募到
合伙人，让年轻人在乡村有事可做，也
为一些处在职业探索期的成员提供新
机遇。

来自北京的颜珣是一名保险经理
人，她的工作是为客户提供养老规划。
带着到黟县孵化项目的设想，她搬进社
区边旅居边考察。在和一名 52 岁的社
区成员愉快相处的过程中，颜珣获得灵
感。“这里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环境，
也有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我计划在社

区附近引入‘乐活旅居’产业，为城市里
缺少陪伴并愿意发挥余热的退休人员
创造与年轻人共同体验生活的机会，鼓
励 他 们 向 年 轻 人 分 享 资 源 与 人 生 经
验。”有了想法，颜珣很快联系到黟县本
地的团队达成合作。9 月初，“乐活旅
居”正式落地，迎来第一批客人。

与此 同 时 ，更 多 数 字 游 民 通 过 社
区内组队，孵化出咖啡店、社区食堂、
艺术策展等商业项目，并借助社区的
资源和场域实现落地，他们还计划围
绕和美乡村建设、传统古村落和历史
街区保护、创意产品研发等方面继续开
展创新创业。

为了让更多的数字游民留下来，黟
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了 10 项具体
举措，从生活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扶
持，设立 100 万元数字游民创业投资引
导基金等。同时，当地还将搭建更多孵
化平台，将数字游民扩充到乡村振兴

“人才池”，助力乡村发展。
目前，NCC 黄山数字游民社区的

申请者源源不断，附近的老酒厂宿舍
正在加速改造，完工后将成为社区二
期的住宿空间，届时将有更多年轻人

“游”到黟县，为白墙黛瓦增添一抹充
满活力的亮眼色彩。

新华社记者 贾稀荃 傅天

鱼虾蟹更肥美 捕养销更现代
——河北唐山沿海开渔见闻

广西灵川：远程医疗让村民更有“医靠”

从“ 一 线 ”到“ 黟 县 ”
——探访皖南山水间的数字游民社区

“服贸会已成功举办十届，是中国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写照，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了积
极贡献。”9 月 1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
信，向世界传递中国以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世界繁荣发展的积极信号。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推出一系列改革举
措，推动服务业发展壮大。服务业逐步
成长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迸发新动
能，释放新活力，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
长的重要力量。

规模日益壮大
擎稳国民经济“半边天”

国庆节假期临近，餐饮住宿、灯会
演出、文旅研学迎来旺季；巴黎奥运会
余温未散，全民体育消费持续升温……
当前，我国正处于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阶段。

“把旅游等服务业打造成区域支柱
产业”“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
成部分，服务业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
领域”……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经济发展
大势，为服务业发展指明方向。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出台一系列政
策措施，推动服务业步入高质量发展新
阶段。2023 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到
688238 亿元，2013 年至 2023 年年均实
际增长 6.9%，增速高出同期国内生产总
值（GDP）年均增速 0.8 个百分点。这一
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进
一步提升，2015 年首次超过 50%，2023
年达到 54.6%，已连续 9 年占据国民经
济半壁江山。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力发展
工农业，服务业处于辅助地位；到改革
开放后，服务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全
面快速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服
务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步
入提质增效新阶段……新中国成立 75
年以来，服务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引擎地位和作用更加坚实稳固。

28.4% 、45.0% 、49.9% 、60.2% ，分 别
是 1978 年、2012 年、2014 年、2023 年服
务业对当年 GDP 的贡献率。

节节攀升的数字，彰显服务业作为
推动增长的“主动力”日益增强——

改革开放前，我国服务业发展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改革开放后，随
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社会对
服务业需求日益增长，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近年来，服务业
对 GDP 贡献率呈现加速上升态势，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

带货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
数据分析师……近年来，伴随服务业兴
起的新职业已融入老百姓日常生活。

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推动服务业成
为吸纳就业“主渠道”作用凸显——

改革开放前，农业和工业是吸纳就
业的主体，1978 年末服务业就业人员占
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仅 12.2%；改革开放
后，服务业就业人员 1994 年超过第二产
业，2011 年超过第一产业。党的十八大
以来，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2013
年至 2023 年，服务业年均新增就业人员
741 万人，2023 年末，服务业就业人员占
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8.1%。

结构持续优化
奏响向质而行“新乐章”

电商平台、数字金融让消费者足不
出户“买全球”，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等
共享交通模式让出行便捷又绿色……
如今，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
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人们的
生产生活方式，也折射出服务业结构优
化升级、质量持续提升之变。

从行业看，传统服务业比重大幅下
降，新兴服务业稳步增长。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1952 年，批
发和零售业的增加值，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比重合计超过 50%，服务业发展相对集
中，2023 年，两者占服务业的比重分别
降至 17.9%和 8.4%。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深入
人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新兴
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2019年至 2023
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年
均分别增长12.9%、12.3%和12.0%。

从区域看，服务业区域发展更加协
调，协同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2023 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中有 4 个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60.0%，北京、上海
等超大城市现代服务业大量集聚，服务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
达到 84.8%和 75.2%；全国有 24 个地区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 45%至 60%之间，
比 2012 年增加了 14个地区。

从开放看，服务业成为吸引外资重
要领域，中国服务加快走向世界。

不久前，我国明确在医疗领域开展扩
大开放试点工作，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
海、南京、苏州、福州、广州、深圳和海南全岛
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我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后 ，银 行
业、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业 9 大领
域、100 多个分部门的外资准入限制陆
续放开；2001 年至 2023 年，我国服务贸
易 进 出 口 总 额 从 784 亿 美 元 增 长 到
9331 亿美元，贸易规模在世界各经济体
中的排名从第 12位跃升至世界前列。

创新动能增强
激活经济增长“新引擎”

家庭农户与服务业企业联合，实现
“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对接；金融、
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大降低工业
企业融资成本；工业企业与零售企业、
网络公司合作，凭借大数据资源精准对
接市场需求……

如今，服务业通过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增进民生福祉方面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
撑作用不断增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融合发展初显成效。2023 年，我国
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19 万亿元，2020 年至 2023 年年均
增长 12.1%。

与此同时，我国实施“互联网+”行
动，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
快 新 旧 发 展 动 能 和 生 产 体 系 转 换 。
2023 年末，我国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数量超过 340 个，覆盖了全
部工业大类，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
达 1.35万亿元。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快速发展，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力。2023年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
40.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总
量的四成半，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21.0%。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逐步加
快，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们逐步从买
商品向买体验、物质需求向精神追求转
变，带动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
教育等生活性服务业加速发展。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2022年文化及
相关产业增加值53782亿元，比2012年增
长 197.6%，占 GDP的比重从 3.4%提高到
4.5%；2023 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 3246
个、文化馆（站）和群众艺术馆 43752 个，
分别是1949年的59倍和49倍。

体育产业加速奔跑。2022 年，全国
体育产业增加值 13092 亿元，比 2015 年
增长 138.3%；2023 年末，全国体育场地
459 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9 平
方米，全民健身步道长度 37万公里。

旅游及相关产业活力涌动。2022
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44672 亿元，
比2014年增长62.3%；2023年国内出游人
次48.9亿，是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

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服务业各领
域改革全面深化，服务开放纵深推进，
服务创新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服务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为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 据新华社

打造新动能 释放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服务业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洁 唐诗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