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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漫秀、音乐盛典，万人
观演艺；花车市集、鲜啤名吃，熙
攘游购娱……天津五大道曾是
近代中国城市夜间照明最完善
的街区之一，一个世纪之后的今
天，作为天津市级夜间经济示范
街区， 五大道夜市开街2个月客
流量超90万人次，总收入同比增
长40%以上，市民多了休闲娱乐
的好去处，商家多了扩大收益的
新机会。

去年年底以来，天津、上海、
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相继出台了
相关举措，专门支持夜间经济发
展。“夜间经济正在成为提升城
市活力、拉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
引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小广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与银联商
务联合实验室数据显示，2019年
“五一”，游客夜间消费金额占到
全天的29.92%，夜间旅游已成为
游客感知当地文化、体验当地生
活方式的重要渠道。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
示，上海晚6点以后的消费已达其

日间消费的近二分之一， 调查的
657家旅游企业中， 有80%都愿
意增加其在夜间旅游的投入。

夜间经济是20世纪70年代
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
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名词，通常
指晚6时至次日早6时发生的经济
文化活动，包括购物、餐饮、旅游、
学习、娱乐、休闲等。在中国，夜间
经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大众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夜
间消费的需求也水涨船高。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繁
华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戴
连明说，不同于20年前以餐饮为
主的“夜市儿”，当前中国发展的
“夜经济”需要将休闲与美食、文
化、旅游有机融合，打造多种体
验场景，实现消费“再升级”。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夜经
济”中，各地均结合自身特点推
出多种“花样”消费场景，收获良
好的反响。以刚刚开业的天津首
个室内夜市“老门口儿”为例，这
里通过单车、青砖、红瓦、灯笼、

老式邮局、煤炉等实景，将人们
记忆中的天津完整搬进室内，摆
脱了时间、天气的困扰，开业前
10天平均每天客流量约7万人
次，日收入约320万元。

入驻“老门口儿”的哏都青
年相声剧场负责人孙弢表示，在
这个复古的夜市中，相声这门传
统艺术也从当代的茶馆中被拉
回到了百姓身边，让消费者可以
一站式体验多种娱乐。

王小广认为，中国城市在过
去几十年中迅速扩张，老的城市
中心面临下班后缺乏人气与活
力的困境。“要吸引人、留住人，
实现城市发展的‘再中心化’，就
要从供给侧发力，做好制度性和
政策性安排，提升服务品质。 ”

记者梳理多地出台的支持
夜间经济发展举措了解到， 最大
限度地增强服务的可达性， 是当
前中国“夜经济”的一大特点。 如
天津提出推动购物中心、 大型百
货商场延长营业时间， 引导

“7-11”“全时” 等企业建设24小
时便利店； 上海允许有条件的酒

吧街开展有规范的“外摆位”试
点，尝试建设分时制步行街；北京
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博物馆、 美术
馆延长开放时间，并对3000座以
下的演出场所的营业性演出给予
一定比例的低票价补贴……

“新开的几个夜市里经常有
音乐会、 文艺表演等各种活动，
可以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商场
超市也都延长了营业时间，让市
民享受到了更多的便利。 ”25岁
的天津市民王艺潼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夜经
济”的拉动下，中国各地夜间消
费实现迅速增长和升级，但依然
有着巨大潜力可供进一步开发。

戴斌表示，2018年中国旅
游总收入已接近6万亿元， 但这
些消费大部分仍发生在白天，晚
间只有住宿和部分娱乐消费。
“晚6点至10点是夜间消费的黄
金4小时， 如果将这个时间段的
旅游资源进一步开发出来，按照
10%的增量计算，全国每年就将
增加约6000亿元的旅游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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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夜经济”促进消费“再升级”

25 日，北京星际荣耀空间
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双曲线
一号遥一长安欧尚号运载火
箭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这是我国民营商业
运载火箭首次入轨发射成功，
并实现了“一箭双星”。

据介绍， 此次发射的双曲
线一号遥一运载火箭采用三
固一液的四级串联构型，是截
至目前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起
飞规模最大、运载能力最强的
运载火箭。 本次发射携带了航
天科工空间工程发展有限公
司和北京理工大学的两颗卫
星及其他载荷与配重。

“这是一个技术上完全自主
可控，经过周密验证与全面测试
的运载火箭。 ”北京星际荣耀空
间科技有限公司电气控制部副
部长徐国光说，“航天事业有其
规律， 从一颗钉子到一个系统，
务必踏实求索，才能确保成功。”

作为民企， 星际荣耀传承
了中国载人航天“特别能攻关”
的精神。 去年，该公司已经在海
南发射场成功完成了“首飞箭”
———双曲线一号 S火箭， 通过
此次亚轨道飞行验证了多项运
载火箭关键技术， 最大飞行高
度突破 100km，最大飞行速度
超过 1200m/s。 徐国光进一步

解释：“亚轨道就好像发射一枚
炮弹一样，火箭会抛物线下落。
入轨发射才会真正意义上实现

‘绕着地球’飞行。 ”
据介绍， 这我国商业航天

“民间力量”第三次尝试入轨发
射。 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特
聘教授张晓敏表示， 此次入轨
发射具有里程碑意义， 表明我
国民营商业航天运载火箭真正
具备运送载荷到太空的能力。

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裁蔡晶琦表示，此
次成功发射表明星际荣耀全
面掌握了运载火箭总体及系
统集成、 固体及姿轨控动力、

电气综合、导航制导与控制、测
试发射、 总装总测及核心单机
等软硬件核心技术，具备了运
载火箭系统工程全流程、全要
素的研发与发射服务能力，实
现了商业模式的基本闭环，正
式启动商业运营。

近年来， 国家发射场已经
向民营航天企业打开大门、民
企研发的微纳卫星成功上天、
民企设计的火箭发动机核心涡
轮泵成功通过测试……随着我
国相关政策开放和商业需求不
断提升，一批“小而美”的民营
航天企业已经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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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
司长李福龙 25 日表示， 我国
油气增储上产取得积极进展。
上半年， 全国原油产量 9539
万吨，同比增长 0.8%，扭转了
近三年下滑态势；天然气产量
864.1 亿立方米 ， 同比增长
10.3%。

李福龙在国家能源局 25
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上半年，我国能源供给保
障能力进一步提升。煤炭去产
能和优产能同步推进。 按照

“关闭一批、产能置换一批、升
级改造一批”的原则分类处置
年产 30 万吨以下煤矿， 有序
核准开工大中型现代化煤矿。

上半年，电力供应平稳有
序， 全国累计新增电力装机
4074 万千瓦。 其中，水电 182
万千瓦， 风电 909 万千瓦，光
伏发电 1140 万千瓦 ， 核电
125 万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占增量的 58.4%。 同时，
电力系统的调峰发电能力进
一步增强。

“成品油质量升级稳步实
施。 上半年，国六标准油品供
应工作完成平稳过渡，成品油
供应充足，市场运行平稳。”李
福龙说，与此同时，我国电能
替代深入推进。 上半年，全国
累计完成电能替代量约 980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2.9%。 截至 6 月底，累计建成
充电桩 100.2 万个，我国已建
成全球最大规模的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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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吉林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了解到， 即日起至 10 月
中旬，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
省公安交管部门将集中开展
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对酒驾醉
驾毒驾、涉牌涉证、超员超速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统
一行动。

东北三省道路交通网络
密集， 跨省通行交通量很大。
针对跨省、 市的交通违法行
为，三省交警部门结合当地特
点，联合组织开展周末夜查行
动。 三省相邻的交警部门和省
际交警执法站将加强协调联
动，健全信息共享、联动拦查

机制，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

在这次联合整治行动中，
三省交管部门还将以高速公
路、国省道路和农村道路为主
战场， 持续开展每月 5 日、15
日、25 日的“逢五”高速公路重
点交通违法整治、每月 10 日、

20 日、30 日的“逢十”普通国
省道通行秩序整治和农村公
路交通安全整治。

专项整治行动期间， 三省
交管部门将建立统一宣传机
制， 及时通报整治工作进展，
持续曝光交通违法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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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余卫平在长春召开的首届
全球（长春）制造业服务外包峰
会上表示， 中国正在研发时速
400 公里可变轨高速列车、时
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
和为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服务
的京张智能列车。

余卫平介绍，在中国、俄罗
斯，以及欧洲、非洲，标准轨道、
宽轨、窄轨并存，中国中车研发
的时速 400公里可变轨高速列
车将均可在这些轨道上运行，
让洲际旅行快起来。 同时，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也将
为乘客提供更友好的体验。

余卫平说， 中国中车正依
托智能传感、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赋予轨道交通装备新智
慧、新动能，为旅客提供更安全、
更舒适、更人性的乘车环境。 同
时，中车始终坚持开放创新，希
望能够凝聚全球智慧， 加快由
传统制造向数字制造转型，让
轨道交通成为集出行、购物、办
公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载体。

据悉， 中国中车拥有世界
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
平台，高速动车组、大功率机车、
铁路货车、 城市轨道车辆等产
品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目
前， 中国中车产品已经出口全
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 正逐步
从产品出口向技术输出、 资本
输出和全球化经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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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
我国民营商业运载火箭成功实施首次入轨发射

黑吉辽三省交警将联动整治交通违法

为引领推动我国印刷业
高质量发展，由国家新闻出版
署主办的 2019 中国印刷业创
新大会 25 日在京开幕。 大会
以“聚焦绿色化”为主题，探讨
印刷业绿色化发展新路径。

中宣部副部长梁言顺指
出，70年来， 我国印刷业经历
“铅与火”“光与电”，正加快向
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
化方向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印刷业呈现出向高质
量发展迈进的崭新局面。

据统计，我国印刷业从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千余家企业、
不到 10 万从业者 ， 增长到
2018 年底的 9.8 万家企业、
270.4 万从业人员， 实现 1.27
万亿元印刷总产值，已成为我
国文化产业中的支柱行业。

会上，由中宣部印刷发行
局联合上海市委宣传部、江苏
省委宣传部、 浙江省委宣传
部、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印
刷学院编制的《长三角区域印
刷业一体化发展升级指南》正
式发布。 该指南是落实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

主动尝试， 通过强化统筹协
调、 制度设计和创新驱动，推
动长三角区域印刷业实现更
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

大会授予北京大学王选
计算机研究所教授陈堃銶“中
国印刷业创新大会 2019 年度
人物”荣誉称号，引导全行业
致敬先锋， 倡导工匠精神；邀
请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分析了
当前我国绿色环保态势及印
刷业绿色化发展趋势；邀请工
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委有关负
责人对我国绿色化发展的相
关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阐述
与解读。

本次大会为期两天，还将
发布印刷业绿色化发展重点
项目，举办印刷高等教育发展
论坛、 印刷业创新（绿色化）
展、绿色发展图书卖场、造纸
印刷融合发展论坛、新时代汉
字风采专题展、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印刷出版发展专题展等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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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印刷业创新大会聚焦“绿色化”发展

我国油气增储上产
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正研发
时速 400公里
可变轨高速列车

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增长 6.3%，其中消费的贡献率超过 60%，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记者采
访了解到，伴随各地“夜经济”的兴起，中国消费正在实现“再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