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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记者从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获悉，国内首个高压交直
流混联电网示范工程 25 日在江
苏开工，将进一步拓展交直流
混联电网技术应用，助力加快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
型能源体系。

记者了解到，我国电力系统
主网架主要以交流电网构成，相
较于交流输电，同样电压等级的
直流输电输送功率更大、电损更
小。今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能源重
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实施方
案，提到要推动交直流混联电网
等先进技术研发和应用。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建
设部计划处处长陈松涛说，该示

范工程起于淮安市淮安区，止于
镇江丹阳市，将在原有电网线路
上新增约228千米的直流输电线
路，送受两端各新建一个±200
千伏换流站，预计于 2026 年建
成投运。

“该示范工程投运后，将有
效缓解江苏北电南送输电压力，
提升电网运行灵活性。”国网江
苏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
管理中心主任柏彬说，该工程建
设将创新应用基于多源换相换流
器的新型直流输电技术，可有效
提高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可靠性，
同时将采用三维可视化交底、无
人机展放导引绳等先进施工技术
全力保障工程按期投运。
「来源：新华社南京9月25日电」

国内首个高压交直流
混联电网示范工程开工

9月 20日上午，2024世界制造业
大会在合肥开幕。开幕式上，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2024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按企业所
在地区划分，浙江入围企业数量最
多。同日，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
究课题组、国信中小城市指数研究院
发布《2024年中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
展指数研究成果》，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
中，江苏在前十中占6席，百强中占
24 席，入围县市数量稳居第一。其
中，昆山连续20年位居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首位。

2024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
是以2023年企业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
这是中国企业联合会连续第20年向社
会发布该项榜单。中国企业联合会驻
会副会长梁彦介绍，今年中国制造业企
业500强的入围门槛迈上新台阶，达到
170.62亿元，较上年提升5.12亿元。此
外，上榜的民营企业数量较上年也增加
了12家，达到374家，占比74.8%。

按照入围企业所在地区划分，
2024 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中，浙
江、山东、江苏、广东和河北五个地
区的入围企业数量居前五位，其中，
浙江入围企业数量为86家，江苏入围
企业数量为 56 家，同时上海位居第
九，入围企业数量为20家。

在制造业企业十强中，长三角占4
席，排名最高的是中国宝武，高居第
二，上汽集团位居第六，第五的恒力
集团、第九的荣盛控股分别位于江
苏、浙江，均为民营企业。

再看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市榜单，江苏依旧一骑绝尘：前10
名中，江苏独占6席，分别为昆山市、
江阴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
市、宜兴市，其中昆山、江阴、张家
港、常熟还霸榜前四；百强中占据24
席，入围县市数量稳居第一，占比近1/
4。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江苏是
无可争议的榜首。

苏州更是所辖4个县级市全部进入
前十，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分

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
其中，自2005年 10月国家统计局

发布“2005全国百强县（市）”名单
以来，昆山持续 20 年霸榜全国百强
县，被誉为“最强县级市”。改革开放
后，昆山以不等不靠、敢想敢拼的姿
态，蹚出了一条“昆山之路”，闯出了
无数“第一”：创办全国首个自费开发
区、成为全国首个GDP破5000亿元县
级市、成为首个规上工业总产值超万
亿元县级市、开通全国县域首条全城
穿越的地铁线路。

在产业方面，昆山从“拆笔记
本”起步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链，目前
该产业已形成7000亿元级规模。近年
来，昆山正着力培育发展咖啡、元宇
宙、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集群。昆山
围绕一粒小小咖啡豆，无中生有打造

“国际咖啡产业之都”，咖啡生豆烘焙
量和生豆进口量均占全国60%。

数据显示，多年来，昆山集聚了
世界8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万个外资
项目，投资总额超1200亿美元，以不

足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贡献全国4‰
的GDP，集聚全国1%的到账外资，创
造全国2%的进出口额。今年上半年，
昆山外贸进出口3644.6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17.9%。

放眼长三角地区，2024中国制造
业企业500强榜单中，除了位居前十的
浙江、江苏、上海外，还有14家安徽
企业入选，仅比第十的四川少了3家，
由此长三角共计176家企业入选，占比
超35%。而在2024年度全国综合实力
百强县市榜单中，长三角在前十中占8
席，传统经济强省江苏、浙江分别在
百强中占 24 席、19 席，安徽占 6 席，
长三角占比近半。

「来源：9月25日《解放日报》」

■ 编后

细看两份榜单，长三角三省一市各
具特点：上海龙头带动作用强，江苏县
域经济发达，浙江制造业发展扎实，安
徽作为后起之秀，正不断加速追赶。

制造业企业 500 强和百强县市榜单

入围数量浙江和江苏各列全国第一

9月21日 10时许，浙江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姚
家桥村老年食堂飘出阵阵饭菜香。厨房外，10余名就
餐老人在志愿者引导下有序自助选餐。

“食堂平均每天有140位老人进餐，并初步实现了
智慧化助餐功能。例如，在智慧助餐台，系统将主动
识别老人身份信息，抓取老人基础疾病等健康数据，
在点餐界面提醒老人规避饮食健康风险点，点完餐后
又可自动扣费结算。”助餐志愿者周倩说。

常到老年食堂就餐的老人王明祥说，今年他 81
岁，买菜烧饭较为吃力，而且吃得也不够营养。现在
家门口有了老年食堂，不仅能吃上每餐2元的营养饭
菜，还可以不用带饭卡，刷脸就餐。

9月20日 11时许，金华义乌市北苑街道建设社区
园丁新村老年食堂坐满了人，在食堂就餐的王月英老
人说，这里的饭菜营养均衡、软烂易嚼，让老年人体
验到了“在家吃饭”的幸福感。

差不多同一时间，一辆装满餐盒的“幸福餐车”
从园丁新村老年食堂出发，缓缓驶入北苑街道楼店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河畔家园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志愿
者将餐盒分发到老人们手中。

“在老年助餐模式上，我们建立了‘中央厨房+社
区助餐点+送餐上门’的老年人助餐服务机制，为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送餐上门，保证所有老年人吃上饭、吃
好饭。”义乌市民政局局长胡润介绍，为保证老年食堂
的可持续运营，义乌市建立“县乡财政出一点、村集
体补一点、村民 （乡贤） 捐一点”的资金筹集模式，
并对70周岁至75周岁老人用餐每顿补助2元、75周岁
以上老人用餐每顿补助3元。

长兴、义乌等地老年人到老年食堂就餐的场景是
浙江近年来努力解决老年人就餐难的缩影。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浙江省60岁及以上老
年户籍人口达到1339.40万人，占总人口的26.17%。为
解决部分老人“做饭难”“吃饭难”问题，浙江近年来
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助餐
服务网络，目前已建成老年助餐点1.17万家。

“下一步，浙江将通过优化服务、给予助餐点适
当补助、引导公益组织参与助餐服务等方式，推动
老年助餐可持续发展，力争到2027年底，全省实现
老年助餐有需求的村 （社区） 基本覆盖。”浙江省
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说。

「来源：新华社杭州9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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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潘守卫 （中） 在上城区紫阳街道太庙社区瑞石四眼井
旁与社区居民讲述古井的历史。

潘守卫是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派驻在紫阳街道的一名文化特派
员。上城区紫阳街道所在地是南宋皇城遗址，多年来，潘守卫通过查
阅文献、实地走访等途径了解了许多这片土地所承载的历史故事。

成为派驻该地的文化特派员后，潘守卫一边用“讲历史故事”
的方式增强驻地群众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认知与兴趣，一边扎根老
城持续挖掘传承当地历史文化。“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杭州城历史
最悠久的一个区域，但居住在这附近的居民和前来观光的游客却不
太清楚这段历史。”潘守卫说，“作为文化特派员，我现在的工作就
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城市历史以及文化韵味，增强居民的乡土自
豪、群众的文化自信。”

今年以来，杭州市上城区积极探索落实文化特派员制度。目前，
上城区共有省、市、区三级文化特派员14名，以文化特派员作为链接
点，推动文化、文艺、文创、文体、文物的“五文联动”，将上城区的
文化韵味透出来、传开去。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文化特派员

9月24日，直升机在江苏省兴化市
昌荣镇上空协助铁塔架设作业 （无人
机照片）。

当日，一架直升机在江苏省兴化
市昌荣镇上空协助 220 千伏都唐线铁
塔架设作业。由于施工现场位于兴化
市水网密集交织地段，常规施工无法
执行，现场作业人员采取地面组装 4
节、直升机吊装 4 节的方案，顺利完
成铁塔组装作业。

新华社发（汤德宏 摄）

直升机吊运

助力铁塔架设

国庆出游高峰将至，作为大黄山建
设核心高地的黄山市，让人们体验到传
统文化与现代休闲的融合，不经意间，
城市和游人一起读懂了旅行的意义。

丰富供给侧 越“夜”越精彩

屯溪河街中秋江畔诗词音乐会、徽
州区西溪南鱼灯游园会、黟县西递稻田
音乐节、休宁县齐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
假区“星火浪漫”系列体验活动、歙县徽
州古城“月满徽州 中秋有囍”系列活
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黄山市各
地整合“文、旅、体、商、演”各类资源，创
新“夜游”消费场景，点亮了城乡夜经
济，全市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收入均比
2019年同期增长20%以上。

不只在中秋假期，黄山市的一些传
统景区也早已焕新。

齐云山是全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
但旅游却不温不火。去年开始，齐云山
以镇景村一体化推进生态文化旅游度
假区建设，深耕传统文化旅游资源，推
进“旅游+非遗”深度融合，打造非遗特
色街区和自由家休闲营地，引进以打铁
花、抖火壶、炭花舞、皮影戏等非遗表演
为主体的沉浸式旅游业态，持续构建横
江舞金龙、白岳落花秀、福海夜祈福等
众多夜游场景。今年前8个月，齐云山
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仅夜游业态就吸
引游客近100万人次，带动周边民宿入
住率超90%。

齐云山的变迁，是黄山市推进旅游
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黄山市以黄山为纵坐标、
新安江为横坐标，山上山下联动发展，
低山旅游、高山旅游相互衔接，构建“山
水村夜”文旅新坐标，持续推动大黄山
与敦煌、武夷、武汉等地双向赋能，打造
徽煌（敦煌）、徽晋（晋中）之好、徽韵景
（景德镇）秀等新CP，每月常态开展文旅
新品发布，先后打造“来徽州 上春山”

“来徽州 赏秋吧”、新晋网红古村落
TOP20等21条细分赛道，发布220个文旅
新品和24个新项目及“村咖”地图，推出
长三角超级环线、“杭州+千岛湖+黄山”高
铁旅游计次票产品等高铁游新玩法，不断
丰富文旅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
今年前8个月，黄山市接待游客6250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580亿元，同比均增长
10%以上，其中过夜游客增长13%。

黟县柯村，金黄的稻田里，耸立着一
把巨大的“梵高的椅子”，更有众多装置艺
术点缀其间，田间酝酿的是乡村的诗。9
月14日起，柯村举办首届稻田装置盆地
艺术节，并于国庆节前夕推出黟县黑鸡美
食节，将最美的秋天限定为鸡汤色。

构建新场景 焕新“年轻态”

为了一部影视剧、一道美食，甚至
一个“出片”的角落，奔赴一个地方。“反
向旅游”之风刮到了往昔冷门的小城市
和乡镇，颠覆了游览名胜古迹、大山名
川的传统旅游范式。

从观光旅游到情感体验，旅游市场
下沉给小城和乡村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黄山市，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
然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
忆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以及310处
中国传统村落、8000处历史文化遗存、
百万件徽州文书，全藏在小城和乡村
里。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黄山市
乡村旅游接待量4375万人次、总收入超
过350亿元。

在“安徽华侨第一村”歙县槐塘，村
咖与茶饮相拥，田园美术馆与草坪音乐
节互动，欧洲风情与徽州风韵交融，勾
勒出“无问西东”的浪漫和惬意。

最美的秋季，配上最穿越的故事、
最浪漫的场景，让黄山市更加风情万
种，吸引了众多年轻客群前来打卡。

近年来，黄山市持续推出小美宿、
小美物、小美景、小美食、小美好“五小

美”主题体验线路和主客共享产品，引
进元宇宙文旅、国潮打卡、剧本杀、游戏
联动等“Z世代”潮玩潮品，举办黄山风
景区山林度假生活季、屯溪河街江畔音
乐会、齐云山逍遥文化节、太平湖水上
嗨玩节、西溪南露营文化市集等活动，
实现山水实景、剧场式、沉浸式、数字化
等主流演艺业态全覆盖，黄山市入选第
二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今年国庆前夕，集主题演艺、观光餐饮、
亲子游娱、文化交流于一体的黄山演艺
城闪亮登场，大型史诗文旅演艺《徽秀》
开启首秀。

如今，黄山市相继举办了百度音乐
节、阅文创作大会、社交媒体风向大会、
DS自然探索赛全国总决赛等活动，祁民
公社、大黄山·篁墩、黑多岛等数字游民
社区纷纷涌现，旅游已不仅仅是经济产
业，也是城市休闲和公共服务塑造者，
推动了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成长。

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传统
文化与青春时尚双向奔赴，是黄山市持续
打造新业态、构建新场景的一条主线。

拥抱“新中式”“宠客”无期限

参观文博场馆、探访小城古镇、参
与传统文化活动、观赏非遗技艺、体验
汉服妆造、购买国潮文创……当下，以
这些文旅活动为代表的“新中式”旅游，
在传承与创新中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
化旅游新体验。

“新中式”旅游的异军突起，有年轻
人生活和消费观念转变等因素，也有交
通和旅游基建的日益完善带来出行成
本更低的因素。

今年以来，池黄高铁建成通车、宣
绩高铁试运行、屯溪国际机场运营境内
外航线21条，黄山市全域的快旅慢游体
系更加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京台高速公路呈坎
交旅融合服务区有望在国庆期间建成

开放，将成为安徽省首个开放式、景区
型服务区，不仅实现了服务区与周边路
网互联互通，还可为黄山风景区旅游高
峰时段进行远程分流。

同程旅行日前发布《2024“十一”假
期旅行趋势报告》，黄山秋景成为人们
户外登山的热门之选，黄山市入选“十
一”假期国内热门目的地榜单。

作为传统热门景区，黄山风景区今
年9月携手支付宝打造国内首个“全程
AI伴游”景区。国庆期间，游客可通过
AI旅行助手，体验个性化的游览路线推
荐以及快速购票、餐馆查询等服务，避
免客流高峰。

从2022年起，黄山风景区在国内景
区率先推出“先游后付”诚信游，构建信
用出行新场景。今年以来，黄山风景区
对18周岁（不含）以下青少年免票，并启
动国内首个“国际化友好景区”共建计
划，通过升级支付、红包码、导览翻译等
数字化能力，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数
字化服务体验。

黄山风景区带头创新旅游服务，黄
山市其他景区也不甘居后，纷纷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让今年的国庆假期旅游
分外热闹。其中，众多节庆活动让“新
中式”旅游背后传统文化更加具象化、
可体验。

据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今年
国庆节前后，该市各地将举办各类文旅
活动62场，涉及国庆主题系列活动、体
育赛事活动、非遗体验活动、徽州晒秋
特色活动等。

「来源：9月25日《安徽日报》」

■ 编后

有专家认为，抓住了年轻人的情绪
需求，就抓住了城市的流量密码。从主
动策应到超前谋划，黄山市丰富旅游产
品供给侧，焕新消费场景，推动文旅与
趋势并肩、与潮流同行。

产品新供给让旅游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