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关注 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次旦央吉 编辑：葸青华

五一假期将至，记者在全国多
地热门景区走访了解到，为迎接八
方来客，各地提前部署，通过丰富文
旅产品供给、优化旅游公共服务等
举措，努力提升游客体验。同时，随
着入境游市场的持续升温，多地积
极打通堵点，不断提升入境游客旅
行便利度。

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彩

走进位于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
许家洞镇的“七一一时光小镇”，一
股年代感扑面而来。“七一一时光小
镇”曾是一处矿区，完成历史使命后
便沉寂在时光里，直至去年 9月经
打造后重现“芳华”。

“如今，这座资源枯竭型小镇摇
身一变，成为文旅新地标。”苏仙区
文旅广体局局长曹天勇说，时光小
镇即将迎来开园后的首个五一假
期，将推出“老游戏大会”、文艺汇演
等形式多样的沉浸式体验活动。

据了解，五一期间，湖南各级文
旅机构将推出艺术展演、文博展览、
非遗宣传展示等活动千余场。

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
街区春意盎然。在这一以唐风为主
题的街区里，记者看到身穿华丽古
装的“花神”舞步轻盈、衣袂飘飘，新
布置的繁花、翠竹、鸟雀、画屏等，让

街区增添了几分节日喜庆氛围。
为迎接五一假期，长安十二时

辰主题街区将推出春日限定场景与
演艺、非遗文化亲子研学游课程等，
每日将增加 9场常驻演艺节目，并
将营业时间延长至晚上十点。

在上海，当地围绕“观文博、看
美展、赏好剧、听歌会、来海考（海派
城市考古）、享美育、逛景区、品食
尚”等8大板块，推出近180个“乐游
上海·五一”假日臻选活动。

旅游公共服务更加细致优化

当下文旅消费越来越呈现多元
化、品质化趋势，游客对公共服务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何在出游高峰保
障提升游客体验，成为各景区不断
探索的内容。

——缓解“一票难求”。文博场
馆是市民游客假期里的热门去处，
但常常“一票难求”。为了方便游客
提前做好行程规划，不久前，上海博
物馆对参观预约系统进行优化升
级，将预约时间从提前 7天延长至
提前 14 天。五一期间上海博物馆
东馆将每日闭馆时间自 17 时延长
至21时，延长时段内将增加参观名
额3600人。

——破解景区停车难。自驾游
已成为不少人的假期出游选择，但

高峰期停车贵、停车难也是令不少
车主头疼的问题。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湖南省张家
界市武陵源区，为缓解假期车位紧
张，城区范围内所有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停车场将免费对外开放。武陵
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龚兴隆介绍，
届时还将派专人在重要路口设立咨
询服务台，为自驾车提供引导服务。

——组建“旅游医生”志愿服务
小分队。4月 28日，一场特别的动
员培训会在张家界市召开。来自当
地8家医疗机构的200余名医务人
员将作为“旅游医生”，在五一期间
奔赴各大景区景点。

“张家界山岳型景区地形复杂，
游客一旦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很
难在景区就近就地就医。”张家界市
人民医院副院长张进军说，“假日期
间，数十支‘旅游医生’志愿服务小
分队将进驻31个景区景点，为游客
保驾护航。”

入境游举措更加便利便捷

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复苏。记者
了解到，上海、张家界、西安等入境
游热门目的地，针对入境游已相继
出台多项便利化措施。

为了方便外籍游客“抢票”，上
海海昌海洋公园在携程境外版开设

专项主题页，配有英文版介绍；上海
博物馆则在英文版官网开通了境外游
客预约通道，方便境外自由行游客直
接预约。

行走在张家界各大景区及周边，
随处可见写有中、英、韩三语的招牌，
一些餐厅、酒店、便利店的服务人员
还能用英语、韩语和客人无障碍交
流。

“为了方便国外游客游览，我们的
志愿者每天流动发放多语种宣传资
料，景区内的天子山索道、十里画廊
观光电车等交通工具还配备了多语种
讲解播报系统。”张家界武陵源风景
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局长张
冲介绍，景区官方线上订票平台和线
下各个售票窗口，都支持境外护照购
票和境外信用卡支付。

在西安城墙景区永宁门售票处，工
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满足国际游客支
付服务需求，西安城墙景区12个城门
售票窗口均放有“外卡”POS机，并为入
境游客提供消费场景支付指南。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游览北
京之后来到了西安。这里有很多美丽
的、穿着古装的年轻人，唐文化演出
也十分惊艳。”俄罗斯游客娜塔莉说，

“旅行中，我感受到了一个热情、安
全、交通便捷、充满活力的中国。”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玩得尽兴！

看热门景区如何提升旅游体验
新华社记者 张格 陈爱平 蔡馨逸

创新驱动，加速“出海”布局全球

安徽合肥，保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生产
车间，一个个空气悬架控制器、空气弹簧总成从自动
化产线上有序下线。

匈牙利布达佩斯，保隆科技欧洲研发制造中心一
片繁忙。园区正在规划二期厂房，用于空气悬架的制
造生产。

如今，保隆科技已在海外设立9个生产园区、19
家工厂、11个研发中心、20余个销售分支机构，辐射
亚洲、欧洲和北美……“布局跨国跨地域‘研产销’全
球化市场势在必行。”保隆科技董事长张祖秋说，企业
将充分利用海外优质资源，与国内形成协同联动，助
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升级。

在位于泰国罗勇府的泰中罗勇工业园车间内，
机器轰鸣，数控设备满负荷运转，十几个工业机器
人翻转着机械臂作业。邻近的车轮涂装车间内，轮
毂半成品“乘坐”物流辊道缓缓降落，进入预处理
工序。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新泰车轮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里看到的一幕。置身生产一线，工厂的自动化、数
字化、智能化气息扑面而来。

这家企业是总部位于河北的立中车轮集团2010
年在泰国投资成立的子公司，专注研发、制造高端轻
量化铝合金车轮和铸造铝合金材料，已成为集团重要
海外生产基地，为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市场提供更方
便、快捷的服务。

“随着中国新能源车企布局泰国，我们在泰国本
地市场业务也在不断拓展。”新泰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劲松告诉记者。

作为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商，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也在加速全球化发展。目前，先导智能已拥有十余家海外分公司，
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东南亚等地区。2023年集团海外业务占整体营收比
例大幅增长，未来海外业务占比计划提升到50%。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加快“出海”步伐，持续扩大中国制造的品牌影响
力。中国市场分析机构艾媒咨询去年8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已实施“出海”
布局的中国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占比分别为39.4%、17.5%和13.6%，中企全
球化布局能力持续提升。

融入当地，拓展延伸产业链条

谈及德国子公司从初创发展到当前规模，先导智能德国子公司总经理陈
初说，新能源行业在亚洲积累了丰富经验，缺乏完善供应链的欧洲急需优质供
应商提供产能和技术。“当我们来到欧洲布局并进行长期规划，当地不少企业
积极表达了合作意愿。”

今年2月，先导智能首个欧洲物流中心仓在德国奈拉落地并启用，凭借先
进技术及全球化服务体系，为欧洲客户带去高效快捷的物流服务体验。此外，
在推进当前业务的同时，先导智能位于欧洲的子公司还对未来进一步拓展供
应链进行谋划。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克服海外布局“水土不服”、更好融
入当地产业链供应链、拓展市场新空间，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民营企业“踏浪出
海”思考的问题。

全球销售网络覆盖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的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这样总结“出海”经验：坚持“全球化思维、本地化创新”的海外布局理念。

在尼日利亚经济中心拉各斯，传音公司的尼日利亚办公室坐落于熙熙攘
攘的市区。这家专注为新兴市场提供智能终端产品和移动互联服务的中国企
业持续开拓非洲市场，并根据当地需求进行针对性研发，着力打造个性化、差
异化产品。

2015年，传音和网易成立的合资公司传易旗下流媒体平台Boomplay首
次亮相尼日利亚，如今平台月活跃用户总量超过9400万人。深耕非洲音乐市
场，Boomplay注重收录本土音乐，推广当地艺术家并打造友好用户体验。“我
们还提供离线播放功能，以适应当地不稳定的网络环境。”Boomplay总经理
蔡浩文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影表示，通过加强创新，整合国内外资
源，中国民营企业能在“出海”的竞争与合作中获得更大成长空间。同时，企业
既要“走出去”，也要“走进去”“走上去”，将竞争优势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在推
动供应链全球化与本土化经营结合中找到新机遇。

合作共赢，贡献经济增长动力

“中国企业为当地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来新技术。”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
国际关系问题专家谢里夫·加利表示，中企带来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土木工程
等领域新技术，帮助本地员工掌握更多专业技能。

以传音为例，目前该公司在非洲的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0%，许多本地员工
在产研、采购、销售各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

记者在尼日利亚等地走访时发现，Boomplay为当地用户提供多元化服
务，并与当地电信公司合作打造定制流量套餐和会员订阅服务，为非洲听众提
供“负担得起的流媒体服务”，大大增加了用户可及性。

事实证明，在“走出去”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不仅建设广泛的销售和服务
网络，带去优质商品和服务，还通过加速投资设厂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培养
行业人才，与当地实现共赢发展。

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曾表示，保隆科技在匈牙利设立的研发制造中
心园区将促进匈牙利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为匈牙利乃至欧洲汽车产业注入
新的活力。

陈初谈到先导智能德国子公司与当地合作共赢时说，先导智能对欧洲的
布局既满足企业自身供应链全球化的需要，也反过来带动供应链上当地企业
的发展，满足海外变化和需求而形成的供应链更加坚韧。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员克莱门特·鲁伊斯表示，不少发展中国家正在
从中国企业带到本国的技术中受益。

“中国民营企业正在塑造和延伸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通过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等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加利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洲的经营和
发展对当地具有借鉴意义，为实现非洲梦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中
国
民
营
企
业
加
速
﹃
出
海
﹄
谋
共
赢

新
华
社
记
者

于
佳
欣

王
嘉
伟

田
颖

“五一”假期将至，公安部
分析研判近年来“五一”假期
交通安全形势，4 月 28 日发出
道路交通安全提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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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
步推进，中国企业加快全球布局
的脚步，民营企业在其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在中国，民营经济贡献 50%以
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
值（GDP），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
超过 90%。近日，新华社记者联动
海内外多点采访发现，数量庞大、
灵活性高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出
海”过程中坚持通过创新开拓市
场，携手合作共谋发展机遇，不仅
促进自身更大发展，而且为海外
市场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供
更多选择和发展动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进，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
科学、再生医学快速发展，生命科学
领域孕育着新变革。

此间召开的 2024 中关村论坛
年会平行论坛全球健康与发展论
坛，聚焦“以科技创新应对全球健康
新挑战”，来自产学研投资等多领域
的 230 余位院士、专家、学者参会，
共议科技创新应对全球健康新
挑战。

基础研究推动前沿技术新
发展

“ 大 家 好 ！ 我 叫 巴 里·马 歇
尔 ，是 澳 大 利 亚 的 临 床 医 学 教
授。因为发现了导致胃溃疡的幽
门螺杆菌，获得了 2005 年诺贝尔
医学奖。”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巴里·马歇
尔流利的中文开场引来现场观众
的掌声。

因发现了幽门螺杆菌及其在胃
炎和胃溃疡等疾病中的作用，巴里·
马歇尔与同行被授予 2005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一基础研究
开拓了人类的全新认知，也带来了
检测、疗法、药物等相关领域的拓展
研究。他建议，医学科学技术的发
展应当更重视基础研究，投入新的
技术和研究，为医学科技创新提供
素材。

医学的进展和人类生命健康息
息相关。

“回首百年胸外科发展史，有两
个重大突破性进展：第一个是上世
纪三十年代，通过外科手术治愈肺
癌的病案，掀开了胸外科新的一页；
另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胸腔
镜的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俊表示，这种
微创技术在我国发展非常快，现在，
中国肺癌手术将近90%可以通过胸
腔镜来完成。

“肺癌外科面临的一个挑战就
是巨大的病人需求和有限的手术能
力的矛盾，我们正在通过AI破解这
一难题。”王俊表示，近年来，北大人
民医院与清华、北大、中科院AI领
域专家联合开展课题，研发人工智
能医学模块，助力精准医疗，成果
喜人。

科技部副部长陈家昌表示，积
极推动基础研究等创新性研发，可
以带来更加高效精准的诊断和治疗
方法，提供更加便捷和智能的健康
管理方案，也可以加速药物、疫苗的
开发和推广。

创新的思维和方法为健康
事业注入新动力

近年来，疫情、气候变化、战乱
冲突、经济危机等给人类健康带来
严峻挑战。

多位与会代表和专家表示，我
国公共卫生体系经历了多重考验，
卫生应急核心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但科学高效做好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防控和应对等仍不能松懈。

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院常务副院长、健康中国研究院
院长梁万年表示，在卫生健康体系
中，围绕人类健康，传染病、慢性病
的威胁、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都
是当前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如何
把能力建设和防范下一次大流行进
行有机协同，是一个重要课题。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很多国家
面临的一个挑战，老龄化的到来必
然引起很多健康需求的变化。卫生
系统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也是一个
重要问题。”梁万年说。

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医学装
备专利申请量达 13.8 万余件，占全
球六成以上。碳离子治疗系统、质
子治疗系统等三类医疗器械创新产
品获批上市，不断填补相关领域
空白。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期待，需要医学装备赋能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参加此次论
坛的联影医疗董事长兼联席首席
执行官张强表示，从关键核心技术
源头研发，到实现高端医疗影像设
备“ 零 的 突 破 ”，科 技 创 新 不 能
停步。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作出更大贡献

人类要破解健康的发展难题，需
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
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表示，目前，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
已过大半，但按当前进展，一些全球
健康相关的指标距离目标实现仍存
不小挑战。

与会嘉宾认为，只有政府、企业、非
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齐心协力，加速创
新研发、成果转化和惠及全球的进程，
人类才有可能应对全球健康挑战。

“北京昌平、亦庄，多个生物医药
企业正拔节生长，生命科学领域新型
研发机构发展良好，国内顶尖高校科
研人员与多方力量积极投身创业助
力科研成果转化。”北京市委常委、教
育工委书记于英杰表示，未来，北京
将继续携手国内外积极力量，致力于
推进生命健康领域的新技术、新产
品、新模式创新，让更多创新成果惠
及人民。

陈家昌说：“始终把维护人民健康
摆在突出的位置，要通过多学科交叉
融合，产学研跨界合作，技术创新和
创新政策支持，推动医学和健康领域
产生更多的科学发现、技术成果和创
新产品，以更好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科技创新如何应对全球健康新挑战
——中关村论坛年会看点扫描

新华社记者 熊琳 王普 谢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