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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龙井村漂流项目边上的民宿集群（8月7日摄，无人机照片）。
近期持续高温，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龙岗镇龙井村迎来众多游客，尽享山乡里的清凉时光。近年来，龙井村积极

发挥农村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依托当地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开发山乡特色旅游项目，鼓励村民开办特色民
宿，促进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年平均游客约20万人，带动周边就业500余人。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清凉商品”走俏、“夜经济”升温……

“夏日经济”释放消费活力
云南香格里拉
探索松茸包山“保育扩繁”

新华社昆明8月7日电
（记者杨静）从香格里拉市市
区出发，途经一片片森林、草
甸后，便来到一片开阔地带。
这里的建塘镇吉迪村，正在探
索对松茸进行包山“保育扩
繁”。

今年7月，吉迪村委会义
思村民小组、香格里拉市旭润
瑧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香格
里拉市祥和食品有限责任公
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
术与种质资源研究所联合签
订协议，对松茸进行包山“保
育扩繁”。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食用菌分会秘书长刘自强
介绍，根据协议，由企业出资
支付包山费用、村小组护山管
理费用、科研机构科研费用
等，企业承诺包山区域内的松
茸所有权归村民所有，企业优
先并高于市场平均价向村民
收购优质松茸。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
香格里拉市是松茸的重要产
地。2021年，吉迪村每户群
众增收约5万元，松茸是主要

的增收产业。
受市场利益驱动，有的村

民采挖松茸时把童茸和开伞
松茸一并采挖。“这不利于松
茸资源的长久保护。”吉迪村
党总支书记鲁茸义西说。

今年6月，迪庆州政府发
布通告：禁止采集、出售、收
购、运输松茸童茸和开伞松
茸。

“出台禁采童茸和开伞松
茸的政策是为了抢救和恢复
松茸自然资源，达到长期持续
利用的目标。”云南省食用菌
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孙达锋
说，松茸是大自然的馈赠，产
业发展前景广阔，但保护是发
展的前提。政府部门、科研机
构、企业等应形成合力，珍惜、
保护有限的资源。

香格里拉市旭润臻茸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远
说，公司将与科研机构合作
研究新的松茸采收标准，提
升村民合理高效利用资源的
意识，希望通过松茸包山“保
育扩繁”，更好地保护松茸资
源。

新华社北京8月7日电(记者王
雨萧、王志) 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高
温，热浪来袭的同时也催热了“夏日
经济”。消暑类家电、家居用品等

“清凉商品”走俏消费市场；多地夜
市步行街烟火气升腾……

“天气热了，就喜欢在家自制点
冷饮，冰爽解暑。”北京市民李女士
近日在某闪购平台订购了一台制冰
机，1小时即时送货上门的“清凉体
验”让她感到十分满意。

京东数据显示，近期风扇、冰
箱、空调等制冷降温类电器销量激
增，进入6月以来，京东家电空调销
售额环比增长超400％，具备“送风、
加湿、净化空气”三合一功能的冷风
扇销售额大幅提升；苏宁易购百货
数据显示，7月以来，冰袖、防晒服、
遮阳帽、遮阳伞等商品销量同比提
升超200％。

高温天气下，“线上下单、就近
门店发货”的即时零售成为更多消
费者的选择。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即时零售、同城零售等新模式
快速发展，在提振夏日消费的同时，

也让实体零售门店通过线上渠道触
达更多客群，促进零售行业加快线
上线下全渠道发展。

暑热难耐，不少人选择在晚上
出门逛夜市、赏夜景，多地“夜经济”
逐渐升温。

夜幕降临，在山东济南特色老
街芙蓉街，游人们悠然地脚踏着石
板路，品尝着炸肉串、烤鱿鱼、水果
捞等各色美食，亲身体验各种潮玩、
彩绘等项目。“平均每天能卖出五六
百份，忙得手都停不下来。”一家卖
烤生蚝的店主孙梅对记者说。

山东通过开展夜间文旅嘉年华
等活动，鼓励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商
城、古街区及旅游小镇景区等发展文
旅“夜经济”；天津启动“津夜有你·第
三届天津夜生活节”，打造夜间消费
新场景，充分挖掘暑期消费潜力；武
汉市提出举办夜间光影秀、美食节、
啤酒节、音乐节、特色演艺等夜间文
旅活动……连日来，多地纷纷出台相
关举措，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表示，“夜经
济”的回归反映了中国消费市场的

韧性和潜力。鼓励发展“夜经济”，
有利于培育消费热点、提振消费信
心和消费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降转升，同
比增长3.1％；全国餐饮收入降幅比5
月份收窄17.1个百分点；全国电影票
房收入降幅比5月份大幅收窄。

“总体看，6月份消费市场呈现
加快恢复势头，但上半年消费市场
运行承压，餐饮收入等增速仍未转
正。下阶段，要落实落细一系列支
持市场主体、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促消费
相关政策，推动消费市场持续恢
复。”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司司长董
礼华说。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安宝
军表示，下半年将多措并举促进消
费持续恢复，进一步扩大汽车、绿色
智能家电等消费，加快推进直播电
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有序发展，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培育建设，同时，加快健全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改善优化县域消费
渠道。

宁夏：

“西电东送”电力保供又添新保障
新华社银川8月7日电

（记者于瑶）日前，宁夏第10
座750千伏输变电工程——
青山输变电正式投运。该工
程进一步强化了宁夏750千
伏电网“双环网”骨干网架，
使银东、灵绍两条直流外送
通道运行更加稳固，极大提
升了宁夏作为“西电东送”重
要送端的保供能力。

据国家电网宁夏电力公
司介绍，青山750千伏输变电
工程总投资21.5亿元，新建
750千伏变电站一座，线路85
公里，新增主变容量420万千
伏安。工程投运后，宁夏电
网750千伏骨干网架结构向
东延伸，在构建坚强交流电
网的同时，也为保证直流外
送发挥关键支撑作用，有效

提升宁夏电网保护能力。
据了解，该工程可以满

足超500万千瓦的新能源接
入，提高银东、灵绍两条特高
压直流大动脉的绿电输送比
例，每年可汇集消纳新能源
电量超75亿千瓦时，减少煤
炭消耗近25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近750万吨。

自2012年宁夏成为全国
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以
来，目前宁夏新能源装机规
模已达2890万千瓦，占统调
装机的49％，新能源利用率
达97.93％，位居全国前列。
该工程将对带动宁夏新能源
及储能投资，实现沙漠、戈
壁、荒漠大型风光电基地大
规模开发、高水平外送发挥
重要作用。

江西开展“旱口”夺粮
新华社南昌8月7日电

（记者陈春园）7月以来，受持
续高温晴热少雨天气影响，江
西一些产粮区出现旱情，对中
晚稻生长不利。各地采取抗
旱保水措施，开展“旱口”夺
粮，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江西农业农村、应急、气
象等部门建立了抗旱联动机
制，及时做好农作物受旱情
况统计，加强气象灾害预警
预报，通过微信平台向农户
发布“水稻高温热害防控技
术意见”“高温热害风险预
警”等信息。农技人员分赴
田间地头，加强抗旱技术宣
传和指导。

各地通过新增抗旱设
施、加强现有设施维护、强化
抗旱组织调度等举措，做好
用水管理及抗旱保水工作，
千方百计扩大灌溉面积。江
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农业农村
部门按照“压上游、控中游、
保下游”的沿渠配水原则，对
灌区部分尾端灌片适时采取
轮灌方式，实现饱和灌溉。

同时，对田间水渠全面清淤、
疏浚和清障，打通输水“最后
一公里”。

在吉安市吉水县八都镇
宏溪村，水利人员和村民冒着
酷暑打抗旱井、清理渠道、维
护泵站，县里紧急投入4800
万元新建、改建抗旱设施，改
善农田灌溉条件。吉水县还
对198座水库蓄水量开展调查
摸底，做到“一库一策”，统筹
调度农作物灌溉用水。

供电部门也奋战在抗旱
保水一线。国网九江市柴桑
区供电公司经理周伟介绍，
针对今年旱情，电力部门紧
急安装了26台抗旱变压器，
铺设了1000米低压线路，帮
助60多户种植大户抗旱保
电，解决了3.2万亩农田的灌
溉问题。公司还组织140多
名党员组成抗旱服务队，深
入田间地头。柴桑区江洲镇
种粮大户杨艳平告诉记者，
今年家中1000亩晚稻出现旱
情，电力部门及时帮助他抽
水灌溉，晚稻丰收有望。

“小田”改“大田”稳产有信心
新华社长沙8月7日电（记者柳

王敏）8月初，湖南省汨罗市忙碌的
“双抢”基本结束。这个夏天，桃林
寺镇高丰村的“大田”丰收成绩颇为
亮眼：不仅有效种植面积增加了322
亩，每亩早稻还增产150斤，实现了
增产又增收。

丰收源自今年“小田”改“大田”
的实践。高丰村原有农田面积3271
亩，分布在全村6个屋场，“巴掌田”

“斗笠田”多，连片程度低，田块零碎
使得生产低效，农户大面积承包种
植意愿不强。

“稳面积、增产量最直接的办法
得从农田改造开始，把‘小田’合并
改造整理成‘大田’，便捷机械化作
业，减少投入成本，提高种粮效益。”

高丰村村干部吴志华说。
改田并非易事，首先得实现全

村农田集中有效流转，村民湛茂坤
起初是反对者之一，他在村里承包
了近20亩田，村干部上门做工作给
他列了几项好处：不改，收割机一亩
田收割要120元，改后为70元；个人
改田，自掏腰包每亩成本至少1800
元，流转后可由村合作社集中统一
改造……

在观摩村里改造完的300亩示
范田后，湛茂坤同意了。如今，他在
村合作社务工，负责抛秧、管水等，
日工资200元，合作社承诺保底工作
至少120天。

为缓解改田资金压力，高丰村
引进本村乡贤能人先期垫资投入

600万元，发动村民以暂免5年流转
租金的形式“投资”，共同参与高标
准农田改造。改造后的田由村合作
社承包统一种植，种植大户逐年将
租金返还投资方，实现多方共赢。

土地有效流转后，高丰村做到
“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同时，通
过保留耕作层、深翻整地等，改善土
壤结构和养分状况，提升耕地地力。

全村“小田”改完后，有效种植
面积扩充至3593亩，其中80％以上
水田用于种植双季稻，保障了粮食
产量。高丰村种粮大户吴安保说，
改为“大田”后，收割机一天能收割
50多亩，效率比以前增了1倍多，在
紧张有限的“双抢”时间内，大户们
敢多种田，增加了扩种稳产信心。

杭州龙井村杭州龙井村：：

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