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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康复是生命的重
建，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近年来，
我国持续开展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
动，2021年至2024年4月底，全国共
有2769.76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
复服务，531.98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
具适配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
盖率稳定在85%以上。其中，146.31
万人次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助，基本
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
器具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
动”；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
如；植入人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
无声息”……科技感满满的各类辅
具，助力残疾人更好自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

服务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

助残“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
请服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
助更加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
联为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
生命体征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
备，打造“医院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
复新模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
立“物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
供医疗健康、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
服务，实现助残“智慧化”、服务“管家
式”、送康“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

犬，在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
安心地完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
递。这是亚残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
盲犬来辅助视障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
“小湖”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
球比赛场地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
场“上任”。他们不仅把场馆地图铭
记在“心”，还能“听懂”中英双语指
令，自动规划出最优行进路径。“由它
带着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方向
了。”有残疾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方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
感受到生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
规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
段，已累计提供5000余万次路径规

划服务；腾讯视频开通“无障碍剧场”
专区，自动识别通过“语音读屏”进入
的用户，将剧场入口置于其页面显著
位置；一些触觉反馈无障碍技术将
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震动
时长、频率和强度进行组合，向视障
用户传递差异化信息……

从 2021 年到 2023 年，2577 家
与老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
网站和APP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
改造，助力跨越“数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也逐步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
前的各种障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
不能掉队”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

购买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
残基地，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
俩认真盯着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
收货前后货架商品变化。鼠标轻点，
无人售货柜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
疾，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
视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
断顾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
品订单并扣取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速
度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自
觉“游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3秒左
右就能完成一单审核。单量多时每天
可以完成2000多单的审核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
生活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

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
人数为906.1万人，仅2023年一年就新
增54.4 万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技
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诸
多新职业随之诞生，残疾人的就业范围
进一步扩大。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
情洋溢，回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
前，残疾人有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
个个动人故事，开启“声不息、梦不止”
的人生新篇；电脑前，残疾人网店店主
用心经营，备货、发货熟练操作……以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新的支点，许多残
疾人实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
相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展
的红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今年5月19日，聚焦这一主
题，我们迎来第14个“中国旅游日”。

411年前的5月19日，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
西门，“打卡”天台山，播下泽润后世的旅游产业种子。以此
为由来、于2011年设立的“中国旅游日”，见证着中国旅游业
快速成长、发展勃兴。

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既关乎人间烟火，
又连接“诗和远方”，旅游业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前行中的旅游业，促消费、扩内需。
行万里路，铺就万亿产业。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出游

人次48.91亿，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91万亿元。
“尔滨”又“整活”，网民喊话的北境羽绒服“奔现”了。冬

季“尔滨现象”火爆时，有网友建议哈尔滨打造寒地服装产
业，品牌就叫“北境”。眼下，在哈尔滨市宾县，新成立的哈尔
滨北境服装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厂房，预计10月投入生产。

甘肃天水麻辣烫、山东淄博烧烤、河南许昌胖东来……
旅游让一座座城市不仅在国内“出圈”，更吸引着世界目光。
在旅游业的带动下，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人流如织的市面、喧
嚣的建设工地，生动展现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一业兴，百业旺。衣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业是串起一二
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产业超过百个，是
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今年一季度，文旅市场供需旺
盛，餐饮、交通、文娱等服务消费快速增长。随着城乡居民消
费结构变化，旅游带动的特色服务型消费仍有巨大成长
空间。

发展中的旅游业，让绿水青山更好变为金山银山。
门前是漫如云霞般的花海，身后是挂着红辣椒的小院，

家住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退休职工刘养顺，又迎来一年中最
忙碌的时段。大森林、大氧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砍了
大半辈子树的刘养顺开起农家院，生意越做越火。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旅游业为青山绿水的
守护者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长江流域恢复“水清岸
绿、鱼跃鸟飞”，古晋阳胜景“汾河晚渡”重现，云南洱海“苍山
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美景常驻。大美中国点燃
亿万旅游者的热情，要以旅游业为驱动，推动实现高水平的保护和发展，将良
好生态环境持续转化为普惠的民生福祉。

创新中的旅游业，探索人文与经济的共生共荣之道。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让人们能够藉此追寻内心

充裕、精神富足。
在西湖边体验茶艺、在孔府观皮影戏、在乌苏里江畔制作鱼皮画。今年

“五一”假期，已纳入监测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间客流量
7257.5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去年同期增长6.9%。

进入旅游旺季，故宫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一约难求”；朝鲜族农乐舞、侗
族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让人如痴如醉；“村晚”“村超”等乡村文化IP火
爆上演……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赋予旅游业不竭的创意源泉和发展动力。

研学之旅、寻根之旅、红色之旅……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让游客
饱眼福、长见识，徜徉中华文明长河，在深邃厚重的家国情怀中，见贤思齐、陶
冶心灵。

旅游发展正当时，且以诗意向远方。蓬勃发展的旅游业，让人们共赴远
方、品味美好，为中国发展注入新活力、打开新空间。

（新华社哈尔滨5月19日电）

今年5月19日是第14个“中国
旅游日”。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
旅游活动看，文旅深度融合，科技赋
能不断打造消费新体验，多元个性
化需求助力拓展消费新场景等，正
逐渐成为当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
食非遗集市上，形形色色的潮州传
统美食香气扑鼻、“潮味”四溢。马
来西亚游客颜泳和今年第二次来到
潮州，“感觉吃不够！以后我还会经
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
州饮食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互动交
流，一口非遗糖画、一杯潮汕工夫
茶，串联起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
羊绒制品不仅是游客常买的“伴手
礼”，而且还能让游客亲身体验其制
作过程；浙江宁海，赏花线路与采茶
研学、读书活动、绘画艺术有机结
合；在上海，访问各大博物馆的观众
中，超过 50%是 35 岁以下年轻人，
超过 60%是“拉杆箱一族”，85%以
上会在博物馆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
度融合，让旅游业既服务美好生活，
又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
桃花节、樱花节三大花节，累计吸引
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实现旅游收

入1350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

户商户已和 181 家旅行社签约，
2023 年实现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
4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
比增长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亿元，同比增长12.7%。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
麻绍勤表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在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
强化地域文化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
合，为旅游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
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
成艺术装置，将海量天文数据转为
可视化的图像，以互动性强、更直观
的方式展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宇宙
的理解……

上海天文馆的展览“宇宙考古
—探索时空的科学艺术之旅”日前
向公众开放，给参观的游客带来震
撼体验。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
来更多更炫的消费新体验，沉浸式
智慧化是其中的新亮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华彩万象
——石窟艺术沉浸体验”让石窟艺
术得到全新演绎；“5G大运河沉浸
式体验区”成为江苏扬州中国大运
河博物馆人气最旺的“打卡”点；潮

州涵碧楼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讲活红色故事
……

如今，5G+智慧旅游应用已覆
盖风光旖旎的名山大川、历史文化
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古镇古城、“烟火
气”十足的特色街区、精彩纷呈的戏
剧演出以及悠然又活力四射的现代
乡村。面向消费者的机器人送餐服
务、无人机外卖、无人机旅拍服务
等，已广泛渗透到旅游休闲场景。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
括上海天文馆在内的全国首批 42
家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吸引
消费者超 430 万人次，实现消费总
额超过2.2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随着 5G、人工智能、大数据、虚
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
用，科技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正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潜力无限
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
上海（国际）花展”的一个会场。滨
水空间咖啡香与花香四溢，骑行、轮
滑、攀岩、篮球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
客流“爆棚”。

游客周婷说：“我们一家人来这
里，老人想看看花，小孩子想玩轮
滑，我想坐下喝杯咖啡，每个人的需
求都不一样，但在这里都能得到满
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
文旅消费场景不断突破“边界”，客源
地、目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
半”春夏文旅消费促进活动给赛车小
镇注入夜间生命力。小镇推动体育
与旅游融合，培育水上运动、低空飞
行等新业态，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
草坪音乐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和亲子
家庭前来“打卡”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
授杨蕴丽认为，当下消费需求内容日
趋多样化，餐饮、旅游、零售、商圈、文
娱、数字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旅游
业态正在日益多元化。

贵州“村BA”、天水麻辣烫、淄博
烧烤、平潭“蓝眼泪”……此前相对

“小众”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出新
的吸引力。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
绍，从该平台“五一”订单同比增速
看，县域市场高于三四线城市，三四
线城市高于一二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年国
内旅游出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将分
别超过60亿人次和6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
迁，正在倒逼旅游从业者以全新的理
念看待今天的旅游业。我们要着力
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
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
远。”（记者陈爱平、贺书琛、毛鑫、顾
小立）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在哈萨克语中，“我清楚地看见
你”可理解为“我喜欢你”。随着网
络剧《我的阿勒泰》热播，新疆阿勒
泰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它蕴藏在山
川大河中的松弛治愈感使人心向往
之，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心灵的故
乡”。

春天草原怒放的花朵，夏季牧
场盛大的篝火晚会，入秋河岸两侧
的金色胡杨，雪花纷飞时的晶莹雾
凇……阿勒泰四季晨昏，变幻如梦，
岁岁年年，美景依然。

“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尝
素秋。”素有“金山银水”之称的阿勒

泰，位于新疆北部，一山一河构筑起
它的地理位置。巍峨的阿尔泰山，
赐予阿勒泰坚挺的脊梁和富饶的矿
脉，奔腾的额尔齐斯河，滋养了沿岸
生灵，生生不息。

边赏花，边嬉雪是种怎样的体
验？当春风拂过山岗，万物复苏，辽
阔 的 阿 勒 泰 就 像 一 个“ 千 里 画
廊”——有一些地方已是春暖花开，
色彩斑斓；但另一些地方仍是冰雪
世界，银白素雅。

“阿勒泰雪期长达200多天，可
以延续到5月份。”阿勒泰地区可可
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副总经理王苗

苗介绍，雪场有 27条雪道，布局有
大众运动公园和高山滑雪滑降等专
业赛道，不少国内外滑雪爱好者慕
名而来。

夏季，阿勒泰进入水草丰美期，
云杉、冷杉等珍贵树木组成的西伯
利亚泰加林郁郁葱葱，广袤草原生
机勃勃，仿佛置身于一眼望不到边
的绿色海洋，一场游走于天地间的
生命大迁徙就此拉开帷幕——数百
万只牛羊，由冬窝子转向夏牧场，一
路逐水草而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
厅介绍，阿勒泰正在打造“巴太树”

“张凤侠小卖部”“文秀桥”等20个影
视剧打卡点，并推出 5日游、8日游、
11日游、17日游等4条“跟着影视去
旅行”主题旅游线路，福海县重点打
造萨尔布拉克转场小镇，满足不同游
客需求。

步入秋季，葱郁的松树、金黄的桦
树、火红的杨树，将阿勒泰装点得动
人心魄，喀纳斯景区层林尽染，可可
托海景区梦幻多彩，白沙湖景区美不
胜收。纵马草原，放歌苍穹，肆意奔
腾的活力流淌在山林内外。

走进冬日阿勒泰，禾木村的大雪
簌簌飘落，远望青山如黛，喀纳斯河雾
气蒸腾，俨然人间仙境，乘坐马拉雪橇
穿越林海雪原，在温暖民宿里煮茶听
雪……就像观众在网络剧评论区的留
言，在阿勒泰，美是最真实的自然。

（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19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水利
部19日 18时针对广西、广东、福建
3省区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并派出 2个工作组分赴广西、广东
协助做好暴雨洪水防范工作。

水利部当天发布的汛情通报
显示，5月 17日以来，华南、西南地
区出现强降雨过程，广东、广西等
地降暴雨到大暴雨。受其影响，广
西郁江支流武鸣河等 11 条中小河
流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5月 20日至 21日，广

东东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等地预
计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
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覆盖区域与前
期高度重合，雨区土壤含水饱和，易
发生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
等灾害。

汛情通报显示，目前，广西、广
东、福建和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正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加强监测预
报，强化应急值守、会商研判和信息
报送，做好水库安全度汛及山洪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防范应对等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文旅融合 科技赋能 个性多元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新华社记者

眼下，多地小麦陆续进入收获
期，农民抢抓农时，开镰收割，田间
地头到处是金色的丰收场景。

这是 5 月 18 日，山东省枣庄市
山亭区西集镇农民在收割山地的
小麦。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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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疆 阿 勒 泰：走 进 治 愈 系 远 方
新华社记者 张瑜 苟立锋

新华社北京 5月 19日电（记者
田晓航）5月20日将迎来小满节气，
此后气温升高明显、降水增多，容易
产生湿热之邪。中医专家提示，小
满节气养生要注意防热防湿、护脾
养心，从而安然度夏。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
病中心赵玉清博士介绍，小满之后，
由于天气逐渐闷热潮湿，人容易出
现头昏沉如裹、胸闷、嗜睡、身体困
重、肢体倦怠以及皮肤湿疹、瘙痒等
表现。同时，湿邪最易损伤脾胃，进
而导致脘腹痞闷、纳差、口苦口黏、

多汗但汗出热不解等不适。
赵玉清说，这一时期宜选择具有

健脾利湿、清热祛湿、养阴作用的食
物，如苦菜、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
瓜等；同时，为防止发生湿疹等皮肤
疾病，应适当节制肥甘厚味、生湿助
湿、辛辣助热食物的摄入，如生蒜、辣
椒、海鱼、羊肉等。小满之际需做好
自我调节，保持心情愉悦，切忌乱发
脾气，绘画、书法、下棋、钓鱼、太极拳
等活动可使心气平顺；平时亦可食用
莲子、百合等清心养心、宁心安神
药膳。

水利部针对南方强降雨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小满时节湿热增 健脾养心好度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