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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在京发布第53次《中国互
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
显示，截至2023年 12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
强，新型消费持续壮大，网络惠民走
深走实，更多人共享互联网发展成
果……

数据背后，我国10.92亿网民拥
有哪些数字新生活？互联网如何激
发经济社会向“新”力？

新型消费潜力迸发

报告指出，2023年，我国互联网
应用持续发展，新型消费潜力迸发，
数字经济持续发展，助推我国经济
回升向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
张晓说，2023 年，数字消费实现高
质量发展。网络购物、电商直播等
线上消费类应用依然延续了增长势
头，用户规模均较 2022 年增长超
6000万人。全年网上零售额达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连续 11年
稳居全球第一。

网购消费增势良好的同时，新

消费增长点也在不断涌现。
报告称，以沉浸式旅游、文化旅

游等为特点的文娱旅游正成为各地
积极培育的消费增长点。截至2023
年 12月，在线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
达 5.0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8629万人，增长率为20.4%。

同时，国货“潮品”消费、绿色消
费、智能产品消费等新消费增长点
不断形成。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电商首席专家李鸣涛说，据统
计，在网上购买过国货商品的用户，
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
58.3%；在网上购买过绿色产品的用
户，占网络购物总体用户的比例达
29.7%；购买过智能家电、可穿戴设
备等智能产品的用户，占网络购物
总体用户的比例达21.8%。

专家表示，不断涌现的网络消
费新业态新模式新热点，正在成为
我国消费升级的一种趋势潮流。

数字鸿沟持续弥合

“截至 2023 年 12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 12月
增长 2480 万人。农村网民规模达
3.26 亿 人 ，较 2022 年 12 月 增 长

1788 万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主任、党委书记刘郁林说，我国持
续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
鸿沟，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让更多人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一方面，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推进，城乡上网差距进一步缩
小。报告称，我国农村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纵深推进，各类应用场景不
断丰富，推动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
步增长。截至2023年12月，城乡互
联网普及率差异为 16.8%，较 2022
年12月缩小4.4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
使得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包容。

报告指出，2023 年，我国网约
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
较 2022 年 12 月分别增长 9057 万
人 、5139 万 人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0.7%、14.2%，智慧出行、智慧医疗
等持续发展让网民数字生活更
幸福。

“我国在线政务服务加速覆盖，
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 9.73 亿
人，同比增长超4700万人。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数字
政府顶层设计更加完善，体系框架

更加成熟完备。”刘郁林说。

网络视频优质内容供给丰富

在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副秘书长周结看来，网络视频行业
是2023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一
大亮点。

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10.67 亿
人，较2022年12月增长3613万人。

“ 新 入 网 的 2480 万 网 民 中 ，
37.8%的人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
网络视频应用，较排名第二的即时
通信高出 21.7 个百分点。”周结认
为，作为对新网民最具吸引力的互
联网应用，我国网络视频发展环境
持续优化，内容供给不断丰富，推动
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过去一年，以微短剧为代表
的 网 络 视 频内容蓬勃发展，实现

‘量增质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互联网发展研究部主任王常青
说，网络视频平台也纷纷推出精品
扶持计划，鼓励高质量微短剧创
作，多部优质微短剧得到观众的
认可。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互联网如何激发经济社会向“新”力？
——透视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王思北 林珑

今年 3 月 23 日是第 64 个世界
气象日，主题是“气候行动最前
线”。面对愈加频繁的极端天气和
全球变暖等气候危机，减缓气候变
化已刻不容缓。

发展新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举措之一，而气象服务对于新
能源产业发展不可或缺。

不久前，中国气象局印发《能源
气 象 服 务 行 动 计 划（2024- 2027
年）》，提出加强清洁能源发电精细
化服务，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明
确到 2027 年，基本建成适应需求、
技术先进、机制完善的能源气象服
务体系。

气象服务对新能源发电有多
重要？

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精细化
选址，少不了气候资源普查“找资
源”；千变万化的风光资源有多少能
转化成电，要靠天气预报做支撑；极
端天气下降低对电力设施的影响，
也得紧盯灾害预警……气象服务新
能源涉及方方面面。

出门没看天气预报，忘带伞可
能会淋雨，对于风光等新能源发电
来说，如果天气预报有偏差，整个电
力平衡都会受影响。不同于传统煤
炭发电可以“随用随发”，新能源发
电要“捕风捉光”，随机性和波动性
带来巨大挑战。

“假如风速预报偏差1米/秒，风
力发电功率预测的最大误差可能会
达到30%左右。”中国电科院新能源
研究中心预测预报技术研究室主任
工程师王铮借助数据分析发现，天
气预报是否精准对新能源出力预测
准确率影响很大。

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发电等
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只有实
现精准的天气预报，才能把握新能
源发电的“脉搏”，保障电力安全稳
定供应。

50米、70米、100米等不同高度
的风速、风向，以及辐照度、云量
……与我们日常天气预报不同，这
些相对陌生的气象指标与新能源发
电功率预测息息相关。

新能源功率预测，就是将气象
要素预报结论输入发电功率模型，
然后计算出风、光电场能发多少度

电，再据此形成生产调度计划，从而
做好运行安排、电力输送。

“捕风捉光”，精细化的能源气
象服务一直在路上。

当前，中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
气象预报系统已面向全国省级气象
部门下发，使得国省两级均具备新
能源气象预报服务能力。多个省份
都在加强新能源产业气象服务：湖
北持续十余年研发功率预测技术；
内蒙古研制短期风速预报订正、未
来10天逐时精细化预报、未来50天
逐日风电光伏发电预报产品；江苏
打造全国首个海上风电智能气象服
务系统……

风能太阳能发电精细化气象服
务示范计划于2023年正式启动，中
国气象局风能太阳能中心科学主
任申彦波说：“示范计划目前覆盖4
个直属单位和21个省级气象局，通
过‘赛马制’遴选最优预报产品，在

‘比武练兵’中持续提高预报准确
率。”

“到 2027 年，风电和光电功率
预 报 准 确 率 要 分 别 达 到 86% 和
88%。”申彦波说。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个小目
标呢？超算和算法这两把“算盘”是
关键。

首先，借助超算可以在空间上
将经纬度坐标尽可能精细，预测数
据的网格越来越小；从时间上提升
预测频率，例如遇到极端天气每小
时滚动更新数据。针对沙尘天气下
光伏发电出力预测，超算运行模型
可以得出不同覆沙厚度对发电的影
响。其次，基于历史天气的大数据
样本库，借助算法建立不同地形地
貌、季节和台风、寒潮等极端天气影
响下风电出力精准预测模型，分类
越细致、预报越聪明。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掌握天
气变化的能力在加速进步。之前

“靠天吃饭”，现在“八九不离十”。
“气象+新能源”，让风光发电更“靠
谱”。

未来，天气预报还能算得更快、
看得更远，相信有了这般加持，新能
源发电也会有更多胜“算”在握。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 捕 风 捉 光 ”

气象服务助力新能源发电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天
水古城游人如织。麻辣烫、糖油糕、呱呱、杏仁茶……一
道道孕育在古城天水的特色小吃不断冲击味蕾，引游客
大快朵颐。

“初识天水，是因为一碗麻辣烫。三天的旅行，这里
的美食、美景一遍遍刷新我对它的印象。”来自重庆的游
客陈兴说，麻辣烫的热辣鲜香，唤起更多人对这座古城
的好奇与探索欲。

甘肃省天水市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处，有着伏羲
文化、大地湾文化、石窟文化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据
介绍，天水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 1807 处，其中国家级
21处。

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把多勋认为，独特
饮食引发游客流量形成，“食”力的背后，是丰富的资源
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走进离天水市区40多公里的麦积山石窟，25岁的
东北女孩鞠月萱沉浸其中。密如蜂巢的古老窟龛让她
赞叹连连：“泥塑雕像造型非常独特，壁画超级精美。”

气温逐渐攀升，麦积山大景区内山桃花、杏花渐次
盛放。仙人崖、石门和古镇街亭温泉，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景区提前进入旅游旺季。”麦积山大景区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张辉说。

据了解，3月1日至20日，麦积山大景区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7.94万人次，实现旅游门票收入超530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61.76%和55.24%。

依托丰富的文化资源，景区不断推出多元化文旅体
验产品。张辉介绍，景区将在清明节启用麦积山大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并在球幕影院和环幕影院免费放映石窟
文化相关影片。

伏羲文化是天水的重要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
这里都会举行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位于天水
市区的伏羲庙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明代祭祀伏羲的庙
宇。庄重的庙宇、苍劲的古柏、秀丽的庭院，引得不少游
客驻足。

“游览伏羲庙，让我对传统文化的厚重有了更深刻
的感受。”19岁的游客王浩然说，他决定今年夏至再来天
水，参加公祭大典、深度体验伏羲文化。

春潮涌动的文旅市场，是甘肃省不断推动文旅融
合、创新文旅服务的结果。“我们吸纳其他城市有益经
验，不断推出优质文旅产品、提升服务能力，努力提升游
客体验感。”天水市副市长张宇晶说。

今年3月1日至22日，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27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16亿元。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清明节假期天水市旅游订单量同比大幅
增长，这让文旅从业者对即将到来的小长假信心满满。

“每天关门前，堆起来的签子都和‘发财树’一样高了！”天水市一家麻辣
烫店主虎小玉说，最近不少人来拜师学艺，她也大方传授手艺。“希望家乡的
麻辣烫能给更多地方带去新鲜感，也让更多人认识天水。”

“如何从基于麻辣烫的平面化消费尽快过渡到基于文化旅游的一体化消
费，依然值得我们思考。”把多勋说，应把握机遇，打造区域文化独特IP和核
心竞争力，并通过科技赋能，延展游客文旅消费，形成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
良好态势。

（新华社兰州3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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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
首例心脏起搏器植入术，首例腹腔
镜肾癌根治术等……多项医疗领域

“零”突破在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克一
一实现。这些近年来中多医疗合作
的重要成果正不断拓宽当地民众的

“生命通道”。
多米尼克地处东加勒比海向风

群岛东北部，是人口不足10万的岛
国，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受益于中
多医疗合作持续深化，位于多米尼
克首都罗索的最大医院中多友谊医
院（前“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在
2016 年至 2022 年期间完成了现代
化改扩建，同时一批批中国医疗队
从2018年开始来到这里，帮助当地
医生提高医术，精心治疗当地患者。

记者了解到，中多友谊医院的
前身设施陈旧、科室不齐，难以满足
当地医疗需求。2016年，湖南建工
集团承建的该医院维修扩建项目开

工，建设者们先后克服登革热疫情、
超强飓风“玛利亚”袭击和新冠疫情
等困难，使项目在2022年 8月顺利
移交多方。

崭新的中多友谊医院总建筑面
积2.63万平方米，配备了核磁共振、
X光机、海扶刀等先进设备。2022
年 11月，医院维修扩建项目团队荣
获多米尼克国家杰出贡献荣誉勋
章。多总理斯凯里特日前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称赞这家医院是“加勒比
地区最先进的综合性医院之一”。

在中多友谊医院，当地心血管
医生蕾切尔·安德鲁告诉记者，3年
前，当地人做心脏检查还要出国才
行，很不方便。在中国援多医疗队
帮助下，2021年医院首个心血管内
科终于成立。第六批援多医疗队成
员、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心
血管内科主治医师骆志鹏说，心血
管内科建成后，当地开始规范用药，

新增心脏超声、动态心电图等检测
设备，极大地丰富了诊疗手段。

第六批中国援多医疗队是去年
11 月来到中多友谊医院的。2018
年以来，先后有数十名来自心血管、
眼科、泌尿外科等领域的中国医生
来到这里。截至目前，他们收治的
住院病人达3151例，接待门急诊病
人21873例，开展大小手术1183例，
抢救各类危急重症病人478例。他
们以仁心仁术治病救人，架起了中
多友谊之桥。

多米尼克没有泌尿科医生。医
疗队成员、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炳坤现在是
多米尼克唯一的泌尿科医生。他经
常需要在凌晨到医院处置一些紧急
病患。“工作很忙很累，但也很有成
就感。能帮当地病人解决病痛折
磨，看到他们病愈后脸上的笑容，我
觉得一切都值。”

在眼科，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鲁志卿和当地
医生梅迪纳正在接诊病人。梅迪纳
指着诊室内中国捐赠的光学相干断
层扫描仪和眼压计等设备告诉记
者，这些有助于及时精确评估病人
青光眼和眼底视网膜疾病等常见眼
科疾病的情况，可以有效救治更多
病人。

一名60岁当地眼疾患者告诉记
者，他在嚼东西时都会流眼泪，这一
直困扰着他，在这里他被确诊得了
一种罕见眼疾。但他表示，“有中国
医疗队，有新的设备和药品，相信他
的眼疾一定会痊愈”。

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日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多深化
医疗合作，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才
得到了显著改善。”

（新华社罗索3月24日电）

中 国 与 多 米 尼 克 医 疗 合 作

拓 宽 当 地 民 众“ 生 命 通 道 ”
新华社记者 赵凯 吴昊 王朝

记 者 日 前 从 辽
宁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辽宁省 2024 年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实施方案》印发，提
出 2024 年实施保护
性 耕 作 任 务 面 积
1350 万亩，鼓励各地
在计划任务面积基
础上增加实施面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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