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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记者王聿昊）记者10日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6月9日（端午节假期第2日），全社会跨区域人
员流动量为20135.8万人次。

具体来看，铁路客运量为1249.1 万人次，水路客运量为
104.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为169.9万人次。公路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为18612万人次，其中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
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为15239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运量为
3373万人次。

端午假期第2日: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流动量超2亿人次

长江上游沱江江畔，有着“甜城”之称的四川省内江市
“夜经济”十分火爆。商家和消费者在端午节期间的互动，
也展现出长江上游城镇的消费活力。

8日晚，记者来到内江市“甜城金晚不夜城”。虽然已
是深夜10点，这里依然人声鼎沸，吆喝声与欢笑声交织出
一幅充满活力的“夜经济”画面。

走进“不夜城”美食区，烧烤、小龙虾、麻辣烫、辣卤、内
江牛肉面等全城人气高、口碑好的招牌美食档口前挤满了
人，火辣热气从一排排商户的档口飘出。内江盛产蔗糖蜜
饯，素有“甜城”的美名。“不夜城”还吸引了全市甜品、甜
饮、甜果、甜菜等约50户企业参展，商品种类超过200个。
此外，“不夜城”展销隆昌青石雕、夏布绣、烙画、手工毛笔
等产品，迎接传统节日。

不少市民和游客扶老携幼出门游玩。市民阳后良和家
人在“不夜城”露天区域吃烧烤，这是他们难得的团聚时
光。“‘不夜城’给各个年龄段的人一个放松的平台。节日
期间能和一大家子人来这吃饭，我觉得安逸得很！”阳后良
说。

大型无人机表演、流光溢彩的城市激光秀、“甜蜜甜
城”系列主题文艺演出轮番登场。人们在此品美食、逛展
览、看表演，踩着音乐的节拍蹦迪、放歌、欢笑。

一位自贡游客告诉记者：“现场灯光很漂亮，小吃很丰
富，尤其露天蹦迪很减压。”

记者了解到，借力端午节的节日氛围，“甜城金晚不夜
城”在假期第一天亮相就吸引了5万余人，这也为商家们带
来不少商机。

“生意太好啦！”商家王小峰边擦汗边说，“活动搞得很
成功，客流量大，一晚上就赚了4000多元！”热烈的氛围一
直持续至深夜，现场售卖小吃的商家们多次补货，忙得不
亦乐乎。不少商家还架起手机在摊位上在线直播，吸引更
多市民前来“打卡”。

内江市商务局局长周勇表示，“甜城金晚不夜城”是内
江培育“夜经济”新业态的又一次积极尝试，创造了市民夜
间活动的新空间。

不仅仅是刚亮相的“不夜城”，毗邻内江甜城湖的“星
光夜街”也是深受市民欢迎的夜间消费场地。消费者在享
受美食的同时，也可以乘坐画舫夜游甜城湖。

商家陈佳佳称赞：“这里环境非常优美，很有情调，给
我们提供了创业的机会。每天在夜集上，我可以卖出大约
100杯咖啡。”

据了解，今年1月至4月，“星光夜街”与湖上夜游项目
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实现营业额300余万元，激活了内
江夜间经济新潜能。“晚上有这么多活动大家很开心，提升
了我们的幸福感。”市民鲜雨蓓说。

周勇表示，内江在推动“夜经济”上不断下功夫，整合
周边场地及各类美食、娱乐、休闲资源，点燃市民游客的出游热情，释放消费活
力，致力于打造老百姓的宵夜集聚地，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蜜。

（新华社成都6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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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始，端午至。老字号氤氲
出粽香，飘满神州大地。

浙江嘉兴，五芳斋产业园早早
迎来一年中的订单高峰。厂房中，
裹粽师傅双手上下翻飞，一个个精
巧的鲜肉粽就这样成为端午佳节
很多消费者餐桌上不可或缺的
滋味。

“五芳斋有 36 道古法制作工
序，裹粽是唯一坚持手工完成的。”
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徐炜说，秉承匠心，是对顾客的
负责，更是对文化的传承。

甜粽，是很多北方消费者的偏
好。“以枣粽为例，糯米要粒粒精挑
细选，每斤红枣要控制在 150 粒上
下，误差不能超过 5粒。”北京稻香
村副总经理石艳表示，在粽子制作
过程中，原料清洗、手工包制、熟制
灭菌等所有环节精准控制，才能呈
现最佳口感。

记者调研发现，虽然各色口味
网红粽子涌现，不少消费者仍习惯
到老字号买粽子，寻找儿时记忆的
味道。

端午前几天，北京稻香村“零号
店”，市民胡女士照例光顾。“父母
喜欢咸粽，我喜欢甜粽，但甭管咸
甜，买粽子就认老字号。有这一口

滋味，才是传统佳节！”
老字号代代传承的匠心，和中

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文化，就在这
各异而又和谐的滋味中交织，沿着
时间长河流向未来。

时间向前，市场在变，受众也在
变。老字号长盛不衰，靠匠心筑牢
基础，更需要守正创新开路。

小红书上，陶陶居官方账号的
多样化活动成为亮点，其议题设
置别出心裁：“一笔连粽”迷宫、
看图作诗等活动益智而兼具文化
色彩，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在评论
区 回 复 ，与 官 方 账 号 形 成 深 度
互动。

陶陶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打造年轻化的营销场景，营造更

“好玩”的陶陶居形象，提升粽子等
产品在年轻人中的知名度。

中国数据研究中心调研显示，
国内粽子消费人群持续上升，年轻
群体成为粽子的消费主力。2024
年粽子市场总量增幅将达到 8%，
市场规模达到103亿元。

小粽子，大市场。记者调研发
现，多家老字号今年纷纷出招，让

“寻味端午”更精彩——
口味花样翻新。稻香村推出

“奶黄软心粽”，诸老大联名遇见小

面推出“微辣火锅小长粽”。市场
上，杨枝甘露、香菜辣条等独特口
味粽子层出不穷，低糖低脂的乌米
粽、紫薯粽等备受关注。粽香中，
多了时尚与健康。

营销丰富多彩。多家老字号开
启线上直播，展示粽子制作工艺；
知味观推出“龙飞粽舞”等主题礼
盒，让舌尖上的香味萦绕传统文化
之美……

科技赋能生产。五芳斋打造真
空粽数智化集成工艺示范车间，实
现“真空烧煮灭菌二合一”工艺技
术革新，持续提升粽子产品口感和
生产效率，相关产业链不断向数字
化、智能化、绿色低碳方向升级。

粽子的产销焕新，背后是老字
号直面消费新趋势、新场景、新需
求，创新技艺、产品与管理模式的
行动。

“科技助力、文化加持、完善市
场布局……这些都是五芳斋守正创
新的方向，也是很多食品老字号在
市场突围的秘诀。”徐炜说，“下一
步，五芳斋还将通过加强品牌合
作、与技术企业合作等举措，吸引
年轻受众，光大中华传统文化。”

老字号走向未来，也需政策
支持。

2024 年 2 月，按照《中华老字号
示范创建管理办法》的程序和要求，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382个品牌认
定为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其中不乏方
家铺子、老盛昌等兼具地域特色与知
名度的饮食品牌。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通过打造
更多沉浸式、体验式消费场景，持续
加强中华老字号日常管理，深挖老
字号文化底蕴，讲好老字号传承故
事 等 方 式 ，推 动 老 字 号 守 正 创 新
发展。

各地也积极推出相关政策举措：
北京印发《进一步促进北京老字号创
新 发 展 的 行 动 方 案（2023- 2025
年）》，上海扶持老字号企业成立非遗
工作室，四川建立老字号的梯级培育
体系……

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众多老字
号正在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更多有效
需求，在新时代呈现旺盛生命力。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采
取切实措施，推动老字号发挥主体作
用，守住以人民为中心的“根”，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魂”，借好先进适用
技术的“力”，加快创新发展，拓展更
大市场，满足更多需求。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端午粽香 老字号做出新滋味
新华社记者 魏弘毅 俞菀 丁乐

新华社北京 6月 10 日电 水利部 10
日发布汛情通报，6月11日至15日，江南、
华南、西南南部等地预计将有一次强降雨
过程。受降雨影响，江西、浙江、福建、广
西、广东、湖南等省份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
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
生超警以上洪水。

具体而言，受降雨影响，预计江西鄱阳
湖水系赣江、抚河、信江、饶河，浙江钱塘江
上游、瓯江上游，福建闽江富屯溪、建溪、沙
溪，广西西江干流及支流郁江、柳江、桂江、
贺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上游将出现明显

涨水过程，其中江西抚河、信江及福建富屯
溪、建溪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
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水利部当天组织防汛会商会议，滚动分
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发展态势，部署新一
轮强降雨防御工作。

南方相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水利部长江水
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太湖流域管理局
落实各项防御措施，重点做好水利工程调度、
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
御，特别是聚焦施工工区、旅游景区、农家乐
等山洪风险点位及区域。

南方6省份部分中小河流
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
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
等部门近日发布《水泥行业节能降
碳专项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提出，2024年至2025
年，通过实施水泥行业节能降碳改
造和用能设备更新形成节能量约

500 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
1300万吨。

行动计划还提出，到 2030 年底，
水泥行业产能布局进一步优化，能效
标杆水平以上产能占比大幅提升，整
体能效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用能结构
更加优化，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五部门部署水泥行业

节能降碳专项行动

春争日，夏争时。眼下，我国夏
收正从南向北大面积展开，夏种夏
管接茬推进。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
充分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优
势，助力农民抢收、抢种，全力以赴
保障粮食生产。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5月上
旬印发关于发挥供销合作社优势积
极服务“三夏”生产的通知，要求各
级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基层
经营网点、为农服务中心和庄稼医
院积极服务夏粮后期田管和夏收，
压茬推进生产托管服务，切实保障

“三夏”农资供应充足，持续推进“绿
色农资”升级行动，全力以赴助力全
年粮食丰产丰收。

记者从中国供销集团了解到，
在安徽、河南等地麦收一线，中国供
销集团所属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

有限公司调度200余名收割机手组
成跨区作业队，夜以继日开展小麦
机收作业。自 5月下旬以来，中国
供销集团累计调度2万余家基层为
农服务网点、1400余名服务人员连
续奋战田间一线、出动近 400 台农
机具，全力护航“三夏”农业生产。

夏收之后，做好烘干晾晒、夏粮
收储至关重要。目前，各地供销合
作社充分利用为农服务中心粮食烘
干、仓储等设施，做好小麦晾晒、烘
干、储存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记者从山东省供销合作社了解
到，全省供销合作社共建有为农服
务中心 660 多个，目前共配备烘干
设备525台（套）、日烘干能力达6.4
万吨、粮食周转能力达 97万吨、存
储能力达 64 万吨，全力帮助农户
丰收。

“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已基本就
绪。”中国供销集团所属中国供销粮
油公司仓储业务负责人告诉记者，
接下来，中国供销粮油公司将继续
加强粮食收储管理和现场管理工
作，规范收购业务操作流程，建立定
期巡查制度，确保储粮数量真实、质
量达标。

田间地头的科技投入持续助力
“三夏”生产。河北省供销合作社建
立“惠种田”智慧农业平台，掌握36
万亩服务地块的分布、面积、小麦成
熟时间，综合考虑天气、距离等因
素，逐田逐日排序，制订出统一的作
业计划，根据地块大小，合理确定收
割机、播种机、机手数量，抢收抢种
同时进行。

目前，江苏省供销合作社整合
到村到户的 700 多个乡村网点资

源，集中建设352个为农服务中心，江
苏省供销合作社所属江苏供销苏合农
服为托管的每个田块量身定制了“数
字身份证”，大数据精准匹配资源，为
农民节约宝贵时间。

眼下，各地栽插中稻，抢播玉米、
大豆等秋熟作物正在进行，各地供销
合作社积极送肥下乡，送技上门，因地
制宜做好代育代插、代耕代种、生产托
管等服务，切实助力做好夏种夏管各
项工作。

据介绍，“三夏”期间，全国供销合
作社系统充分发挥农资流通主渠道作
用，依托4500多家农资企业，近20万
个农资经营网点，加快把农资送往田
间地头，确保肥料能够供得上、用得
好，同时全系统农技服务人员均已下
沉到一线，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指导
服务。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全 国 供 销 合 作 社 系 统 积 极 服 务“ 三 夏 ”生 产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端午小长假期间，郑州东站
迎来客流高峰，高密度的车流考
验着行车设备的安全稳定，也考
验着检修人员的业务素质。

6 月 9 日凌晨，郑州高铁基础
设施段郑州枢纽综合维修车间的
工作人员开始了检修工作，他们
要在 0:10 至 4:10 的“天窗”时间内
完成郑州东站京广场 47 组信号设
备的全面检查任务，确保列车安
全运行。

图为 6 月 9 日凌晨，郑州高铁
基础设施段的工作人员在郑州东
站北岔区对转辙机缺口数值进行
查验复核。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假 日 里 的
高铁守护者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的青塘粽子
现在是远近闻名的特色食品，曾经
的贫困村临县前青塘村利用盛产苇
叶的独特优势，发展起粽子产业；通
过技术升级，这种时令食品得以扩
大销售半径，成为可持久的特色产
业；通过强龙头、补链条、建集群、育
生态，小小粽子打开了这个村的乡
村振兴路。

前青塘村产粽叶，临县县志中
就有“苇苗离离，粽席特产”的记载，
如何靠粽叶让村里人脱贫致富，
2012年，前青塘村党支部书记张新
文开始带头做粽子产业。

粽子很快实现了食品到商品的
转变。这得益于前青塘村不断挖掘
自身特色资源：水源丰富、水质优良
的“海眼”泉，宽大肥厚的芦苇叶，质
地醇厚的黄河滩枣，以及带有特殊
香气用于捆绑粽子的马莲草。这四
样当地特产结合起来形成了粽子好
吃的关键。

特色农产品市场广阔，粽子卖
的越来越红火，但粽子的即食性短
板让村里人脱贫有余但致富不足。

青塘粽子要想扩大生产规模，
攻克保鲜技术是关键一环。张新文
说，村里人缺技术让他们走了许多
弯路。“搞产业就要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劲头，经过不断尝试，高温
灭菌技术被攻克，粽子的保质期达
到180天。”

解决了设备问题无异于补齐了
粽子产业链，现在村里做粽子的村
民几乎家家都有抽真空机，几户就
有一个灭菌罐。

靠走街串巷卖粽子让村民们实
现了脱贫，产业化粽子生产让前青
塘村走向了致富路。随之而来的龙

头企业、区域品牌、产业生态让青塘粽
子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扎实。

现在前青塘村的粽子产业已经形
成大、中、小企业齐发力的产业梯队，
龙头企业青塘粽子食品公司年产值几
千万元，单日产粽能力达3万个，10家
左右的规模企业年产值几百万元，还
有100多家年产值几十万到一百万元
的家庭工厂。

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在前青塘村也
逐步构建起来：村民在粽子厂打工包粽
子，月收入可达上万元；攒点钱就可以
自己购买真空包装机、进原料开家庭工
厂；再挣了钱可以买灭菌罐承揽高温灭
菌业务；再干大了就可以建厂房了。

粽子产业的发展让农村活力也在
不断增强。

返乡青年刘军芳依靠熟练掌握灭
菌机每天能收入上千元；54岁的王艳
平一天能包 200多个粽子，成了家里
的“顶梁柱”，这个脱贫家庭如今年收
入达到20万元。2023年前青塘村及
后清塘村粽子销售额达到1.5亿元，创
造就业岗位3000个左右，前青塘村回
乡青年超过500人。村里建设的水上
乐园也红火起来，“粽子+旅游”融合
发展让这个传统古村落韵味更浓。

青塘粽子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还在持续显现。目前，以粽
子产品为关键环节的“链式经济”正在
成长壮大。粽子产业已经辐射带动了
临县的黄米种植、黄河滩枣和枣花蜜
以及包装、运输等产业，全产业链产值
累计达3亿元。

“现在我们正在打造区域公共品
牌，申请地理标志产品，扩大青塘粽子
的带动效应，让青塘粽子成为县域经
济的特色增长点。”临县县委书记范亮
珍说。 （新华社太原6月10日电）

一 颗 粽 子 打 开 的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新华社记者 赵东辉 王劲玉 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