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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日，暑期正式开始，这是一
年中时间最长、覆盖范围最广的旅游
旺季。各地文旅紧抓黄金时节，用尽
浑身解数吸引游客。

长三角凭借发达的交通网络，兼
备都市风情、文化底蕴与青山秀水的
旅游资源，对暑期游客形成了强大的
虹吸效应。

那么今年暑期，长三角的旅游市
场会迎来多大增量？

预计游客量将创新高

据预测，62天的暑运期间，长三
角主要城市的飞机与铁路运输吞吐量
都有增加。

铁路方面，根据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统计，长三角铁路暑期
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9亿人次，同比增
幅达6.7%，或创下历史新高。其中上
海站较去年同比增长最快，达7.14%，
预计发送旅客2855万人次。

这得益于长三角交通网络的持续
升级。今年暑期，长三角铁路在实行
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增开暑运临时
旅客列车 28.5 对，其中直通方向 25
对，管内方向3.5对。客运产品朝着速
度快、停站少、旅时短的方向精进。

值得一提的是，“轨道上的长三
角”在逐步实现，“单城作战”模式逐
步过渡为“客源互送”的一体化发展
模式。

以 6 月 15 日开行的“超级环线”
为例，这是首条跨越长三角三省一市
的超级环线高铁列车，串联了上海、

南京、合肥、杭州等4座长三角中心、
副中心城市，连接起黄山、九华山、
千岛湖等多个风景名胜区，将长三角
经济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沪宁、沪
杭地区和旅游资源更丰富的浙西、皖
南地区有机衔接在一起。

暑运以来，前往池州、九华山、黄山
西等著名风景区所在车站的旅客日均
830余人次，较开行初期增加近两成。

“苏超”带火中华恐龙园

江苏旅游市场今年最大的变量是
从6月初火到现在的“苏超”。这场比
赛真正构建起“一场赛事、全域消
费”的生态体系。飞猪数据显示，今
年暑期“苏超”相关的旅行热度暴增
数倍，南通、宿迁、徐州等城市的暑
期酒店预订量均翻倍增长。被频频群
嘲的常州，可谓“输了面子，赢了里
子”，在飞猪景点热门榜单中，常州的
中华恐龙园跃居第一，其他景点如东
方盐湖城、天目湖旅游度假区等，预
订量同样翻倍增长。

上 海 今 年 同 样 新 增 一 张 “ 名
片”——7月5日开园的乐高乐园度假
区。它不仅吸引了暑期游的主要活跃
人群——占比高达 54%的亲子游客，
更是符合乐园主题出游热的大势，根
据去哪儿旅游的数据，今年暑期乐园
类订单同比去年增长 25%。在乐园

“热门目的地”榜单中，上海凭借乐高
乐园和迪士尼度假区强势位居第二。

今年夏季，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
响，游客避暑意愿更为强烈。安徽文

旅自去年起便将发力重点放在“避暑
经济”上，深挖当地的休闲度假康养
旅游资源——“大黄山”，包括黄山、
池 州 、 安 庆 、 宣 城 4 市 、 28 个 县
（市、区），围绕“山”“水”要素发展
非遗研学、亲水运动、户外探险、农
事体验等项目。

“10后”家庭亲子游成标配

“10后”家庭指的是拥有2010年至
2019年出生的孩子的家庭，“10后”孩
子成长于信息爆炸时代，为了让孩子
拥有更开阔的视野，暑期亲子游也成
了不少“10后”家庭的标配。

根据去哪儿旅游的数据，今年暑假学
生人群出行订单预计同比增长超50%。

今年的上海旅游节首次创新采用
了“一节两季”模式，7月5日至8月
31日为“暑期旅游季”，9月 1日至 10
月 6日为“经典活动季”。“暑期旅游
季”聚焦的，就是亲子家庭与学生群
体，推出时尚演艺周、乐享北外滩、
水岸乐游周、邮轮体验周、古镇旅游
周、亲子旅游周等“欢乐盛夏”六大
主题周活动，吸引亲子家庭。

上海各区也抓住暑期黄金时间，
推出特色活动，如松江串联起玛雅海
滩水公园泰浪狂欢节、辰山奇妙夜夏
令营等旅游资源，推出“十大亲子网
红打卡点”“十大亲子主题线路”“十
大亲子度假酒店”等，积极发挥联动
效应。上海野生动物园则延长运营时
间，开放夜公园，推出“动物戏水，
夜探猛兽”等夏日清凉活动。

浙江著名的避暑胜地安吉，同样
推出熊猫部落探险乐园，搭配“天路飞
车”（1314米赛道）、“竹间漂流”（1.2公里
玻璃栈道）、“威亚飞人”等特色项目，满
足亲子冒险需求。而旅游城市丽水将
在今年8月开业山海猩球体感动物园，
市民、游客可与小熊猫、水獭、苏卡达陆
龟等百余种动物零距离互动。这个动
物园预计引流超26万人次，将打造亲子
家庭必打卡的梦幻乐园。

「来源：7月9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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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文旅市场以惊人的热度，描
绘出一幅活力奔涌的图景。滚烫的数
据背后，是区域文旅经济强劲复苏的脉
动，更折射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深层
活力。交通网络的持续升级，让“轨
道上的长三角”从蓝图驶入现实。首
条跨三省一市的“超级环线”高铁，
巧妙串联起都市繁华与山水秘境，沪
宁杭的客流与皖南浙西的风景实现高
效“握手”。物理连接的畅通，催化出

“客源互送”的一体化新格局，为文旅
市场的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市场需
求的精准捕捉与创新供给，则是点燃
这把火的催化剂。眼下，文旅消费的
核心驱动力已悄然转向对开阔视野、
情感连接与个性体验的深度追求。这
不仅是消费升级的直观体现，更为长三
角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路
标——唯有持续创新供给，深化区域协
同，方能在这片热土上，让“诗与远方”
的吸引力永不降温。

上海首次创新采用“一节两季”安徽持续重点发力“避暑经济”

长三角迎接暑期文旅热度

摆事实，讲道理，双语切换自如……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移民事务服务站
的一间调解室里，在“洋娘舅”李天
明的调解下，一桩本地生产方与孟加
拉国采购商之间的外贸纠纷，最终化
干戈为玉帛。

“你让一步，他也让一步，有时候吃
亏是福。”在绍兴学习、生活近20年，“80
后”黎巴嫩青年李天明能说一口流利的
普通话，也熟谙古老的东方调解智慧。

近日，记者随“阳光下的守护”
法治公安主题宣传活动走进“枫桥经
验”的发源地浙江绍兴，在中国轻纺
城、华东国际珠宝城等地标听风看雨
问商情，感受平安浙江如何以人民群
众可见、可触、可感的方式实现。

柯桥被称为“托在布上的城市”，
一座中国轻纺城汇集全球近四分之一
的纺织品在此交易，年成交额达4000
亿元，随之带来的是人流、物流、资
金流的碰撞、交汇。

与此同时，各类矛盾隐患亦随之
出现。柯桥公安对症开方，在轻纺市
场设立联勤警务站，通过组建商会联
盟、引入“洋娘舅”调解团队等方
式，帮助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走进轻纺市场联勤警务站，指挥
大厅宽敞明亮，各个功能区块分布有
序，9个部门轮值入驻协同办公。“特
别设立‘花样版权协同保护岗位’，为
市场经营户提供版权登记服务，推进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轻纺市场派出
所所长孔越标说。

在江浙文化中，邻里间主持公道
的长者被称作“娘舅”。2021年，“洋
娘舅”在柯桥应运而生。这支由公安
会同多部门组建的队伍在涉外纠纷调
解领域颇具名望，每年参与化解纠纷
30余起。

“柯桥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
们帮个忙也是应该的。”经营着一家面
料企业的李天明表示，这座城市的营
商环境让他十分满意。

“推动基层治理向‘多元融治’跃
升，打造既有力度、更有温度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柯桥区公安分局局长陈
福连说，柯桥公安积极探索驻村指导
员制度在基层警务领域的新实践，创
新“驻村融治”工作机制，力在一线
聚、结在一线解、患在一线除。

全球纺织贸易领域举足轻重的
“柯桥时间”走时精准背后，是人民公
安的无悔付出，也映射出群众满满的
安全感。一项统计显示，2025 年以
来，柯桥区矛盾风险排查率、化解率
同比分别上升17.3%、15.6%。

距离中国轻纺城30多公里外，诸
暨山下湖镇掌握着全国 80%、全球
70%的珍珠交易量，是闻名海内外的
珍珠集散地。总面积120万平方米的华
东国际珠宝城吸引八方来客，辐射欧
美、日本、俄罗斯及东南亚等60多个

国家和地区。
靠近珠宝城东门的诸暨市公安局

珍珠小镇警企联络站里，一份放大展示
的珍珠蚌购销合同书引人关注。珍珠
蚌养殖通常需要经历3到5年的周期，
而珍珠价格则随国内外行情波动，产业
上下游协作少不了产生矛盾纠纷。

“早前企业与养殖户多采用口头协
议开展养殖、采购和销售，但近年来珍
珠蚌价格持续上涨，违约情况增多，纠
纷不断。”山下湖派出所教导员王晓春
说，该所与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共同拟
定了这份珍珠蚌购销合同模板，从源头
上避免了合同违约情况的发生。

这一情况得到了浙江省珍珠行业
协会秘书长何铁元的印证。“警企联络
站建立后，珍珠市场商户得到很大的
红利。”何铁元说，“我们诸暨不但有

‘枫桥经验’，还有‘枫桥经济’，大家
踏踏实实做生意。”

2024年山下湖珍珠行业线上交易
额突破330亿元，占总产销额60%以上；
全镇共有各类平台直播账号超8000个，
直播从业人员达2万余人。

将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作为“枫
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基本点，诸暨公
安深知群众路线这一法宝的重要。“我
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
共治为核心、智治为支撑、法治为保
障，将治理与服务有机融合。”诸暨市
公安局局长沈玉权说。

当地公安机关广泛发动珠宝城物
业、珍珠协会、商户，组建义警巡逻
队，构建起常态化巡逻防控体系。同
时，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建立智治平
台，已打掉6个以话术诱导等手段进行
网络开蚌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5000
余万元，有效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布匹与珍珠背后的“平安密码”，
生动诠释着人民公安以高水平安全护
航高质量发展的不懈努力。“绍兴公安
将矢志不渝，立志让公平正义在每一
起执法、每一个案件中都可感可触。”
绍兴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沈平江说。

「来源：新华社杭州7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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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的实践，描摹了一幅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治理新画卷——它已从
单纯的治安法宝，蜕变为护航高质量发
展的精密治理体系。布匹经纬交织，珍
珠温润生辉。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
展本为一体两面，从“娘舅”调解的
柔性智慧，到智治平台的硬核守护，

“枫桥经验”的生命力正源于此——它
以人民为圆心，以法治为半径，以创
新为动能，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持续绘
制着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壮阔图
景。这图景中，安全感可触可感，公
平正义可知可及，为千行百业注入了
勇立潮头的信心与底气。

布匹与珍珠背后的“平安密码”

清末的陈宅变身融合黄金文化与非遗技艺的博物
馆，解放前风情的金城新村成了年轻人追捧的多元文化
街区，老旧小区里新增的充电桩温暖着寻常日子……从

“古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凝聚社会合力，到产城融合与
文化赋能激活老空间价值，再到聚焦民生需求的精细化
改造，姑苏古城在青砖黛瓦间不断探索“有机更新”保护
之路，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让古建老宅通
过活化利用焕发新生。

苏式园林变身“黄金屋”

今年亮相的江南首座黄金博物馆所在地是清末建
筑陈宅，随着岁月变迁，主建筑与园林均遭损毁。在“古
城保护更新伙伴计划”的“合伙人”、老字号品牌“老萬
年”的打造下，这座古宅活化改造为占地3200多平方
米，以黄金文化为核心，融合园林美学与沉浸式体验的
黄金文化与非遗技艺的艺术展示空间。

“作为一家有300多年非遗传承技艺的老字号品
牌，在传承的同时也需要更新和发展。在改造过程中，我
们尊重老宅的历史风貌，尽可能保留了原有建筑的结构
和特色，同时融入现代设计元素，让古老与现代完美融
合。”苏州老萬年黄金品牌负责人谢臻表示。

“这一系列的老宅更新案例，展现了‘古城保护更新
伙伴计划’的显著成效。我们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这个
计划中，赋予老宅多样化。”苏州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25年6月，“伙伴计划”已累计
上线古建老宅80座，36座宅子找到“新伙伴”，在项目推
进阶段，各参与方的目标就是让古建“活”出新精彩。

花园洋房“潮”出新热度

苏州古城的城市更新，从来不只是“物理空间的翻新”，而是让城市空间
焕发新的价值活力。

走进位于五卅路148号的金城新村，一幢幢解放前风情小洋房映入眼帘。
金城新村原为金城银行于上世纪30年代建造的西式别墅区，地处苏州子城
核心区域，坐拥十余幢砖木结构的二层西式别墅。如今，这里被赋予了新的生
命与活力。在苏州名城保护集团古城公司市场运营部副经理尹雪山看来，金
城新村的“出圈”是产城融合与文化赋能的成功范例。“从项目初期开始，就将
金城新村定位为年轻人的活力街区，招商也侧重文化创意、艺术等领域，比如
集邮社、兔柚咖啡厅、悉下清吧等。同时，还以解放上海战役指挥机关旧址为
契机，打造了红色文化体验场景，通过文化赋能让金城新村更具内涵。”

如今，金城新村已成为苏州城市更新中一张亮丽的新名片。今年累计接
待各类党建团体200余场，超1万人次。

老旧小区“改”出幸福感

作为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老旧小区见证着城市的变迁。位于姑苏区护
城河畔的永林新村二区，建于1990年至2000年间，已有近30年的历史。这里
共有79幢房屋，居住着2534户居民，总建筑面积约达19.7万平方米。由于建
造年代早，小区出现房屋老化、道路破损、停车位不足等问题，给居民的生活
带来了诸多不便。姑苏区相关部门听取了居民的意见和需求后，将永林新村
二区纳入了城市更新计划。

在改造过程中，对小区的外立面统一进行了翻新，增设大量停车位和充
电桩，更加注重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优化和升级社区内公共活动空间和绿化
空间。从顶层设计到民生细节，从产城融合到文脉传承，苏州城市更新之路用
实践证明：城市更新的本质，是让生活于此的人更幸福，让城市的记忆可触
摸，让发展的动能可持续。这座“活着的千年古城”，总能给人带来惊喜。

「来源：7月8日《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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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四局施工机械在巢马城际铁
路最后一榀箱梁架设现场作业 （7 月 8
日摄）。

当日，随着最后一榀长 32.6 米、
重 431.75 吨的箱梁精准架设至预定位
置，标志着巢马城际铁路全线箱梁架
设完成，为无砟轨道施工和全线按期
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巢马城际铁路是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汉蓉快速
通道合肥至上海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计时速350公里。

新华社发（刘志旭 摄）

巢马城际铁路

全线箱梁架设完成

老花镜与手机屏幕交映，智慧
银发与前沿科技对话。在浙江台州
黄岩，AI培训师正为“银发学员”推
开智能世界的大门，让“银发经济”
在科技赋能下焕发新活力。

“试试输入‘帮我规划杭州、
上海或北京的行程’！”在黄岩老
年大学的课堂里，来自台州黄岩
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AI培训
师李小亿围绕“AI便捷生活”“AI
娱乐新体验”展开生动讲解。从AI
发展现状到生活应用，理论知识
讲解完毕后，老人紧盯手机屏幕
认真操作，感受科技带来的乐趣。

教老年人使用AI并非易事。
面对老年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
手机操作生疏、反应相对较慢等情
况，AI培训师团队倾注了大量心
血。在特制课件中，App界面的每
个功能箭头都标注得格外醒目；教

学步骤被一一拆解，同时放大字体
和图片，确保老人能看得清、跟得
上。团队还准备了图文并茂的辅导
材料，将图片生成、文案撰写等操
作流程拆解成可视化步骤，方便老
人课上随时学习、课后对照练习。

这份跨越数字鸿沟的教育实
践，源于团队敏锐的观察与长远
的布局。2022 年底 ChatGPT 发布
时，台州黄岩传媒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的AI培训师团队便捕捉到老
年 群 体 的 AI 学 习 需 求 。今 年
DeepSeek的出现，更坚定了他们
开课的决心。

目前，老年AI课程已开展20
期，吸引近千人次线下学习。未
来，团队还将持续丰富课程内容，
并推出线上视频，助力“银发族”
在智能时代优雅前行。

「来源：7月8日《新民晚报》」

AI培训师为银发族架起数字桥梁

7月6日，研究人员在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南京农业大学大豆
生物育种中心人工气候室查看大豆长势。近年来，安徽省宿州市以发展
现代种业、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构建以产业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单位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的现代种业体系，
打造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科技谷占地约25000亩，集种业研发、高
产示范、种粮产销等于一体。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