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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
求，各地正加紧筹建配售型和配租
型保障性住房。深圳、广州、西安、
杭州等城市已开工建设一批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项目。福州、郑州已启
动当地首批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
购配售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截
至 6月底，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
住房 112.8 万套（间），占年度计划
170.4 万套（间）的66.2%，完成投资
1183亿元。业内人士建议，未来保
障房建设仍需加强政策引导、推动
资金平衡、强化后端管理。

拓宽筹集渠道、惠及更广人群

走进杭州市拱墅区桃源单元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的施工现场，
工人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建设。作
为杭州已开工建设的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该项
目含 12 栋 17 层高层住宅和沿街 2
层裙房，共1120户，计划于2027年
下半年竣工。

当前，各地加快出台有关实施意
见和配套政策，并在保障用地供给、
加快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进
展。为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效率，
多地采取地铁上盖等方式对土地进
行复合利用，拓宽保障房筹集渠道。

今年5月，杭州市住保房管部门
出台《关于多渠道筹集发展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通知》，鼓励通过综合开
发利用地铁 TOD 上盖物业和公交
场站等多种渠道筹集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目前，杭州市首个地铁
TOD项目已完成供地并取得施工许
可证。杭州计划2024至 2026年建
设4个公交场站、13个地铁TOD复
合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预计可建
设保障性租赁住房1.5万套。

深圳在复合利用土地拓宽保障
房筹集渠道上起步较早。截至目
前，深圳地铁车辆段上盖项目已建
成和悦居、朗麓家园等保障房项目
2.3万套，在建项目1.9万套，有效提
升保障房供应量。

随着房源不断增加，保障房覆
盖面也在不断拓展，惠及更多群
体。山西太原有面向餐饮工作人员
等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群体的育翠公
寓；浙江杭州有面向蓝领工人群体
的钱塘蓝领公寓；深圳有定向配租
给公交司机、环卫工人的公租房
……

在深圳从事公交司机工作19年
的李宁兵 2020 年初搬进了位于龙
海家园的一套面积约44平方米、月
租926元的公租房，其女2021年就
近入读龙海家园配套的前海港湾小
学。“以前我们住在城中村的一个20

多平方米的大单间里，月租还要
1350元。”李宁兵说。截至2024年
7月底，深圳已面向地铁公交企业员
工配租5690套保障房。

以需定建、存量转化、协同规划

为提升保障房筹建进度和出租
出售率，各地探索多种创新做法。

——以需定建、以人定房，合理
确定供给规模。杭州市住房保障服
务中心副主任杨骥介绍，该中心对
接市数据资源局，对户籍人口、无房
人群、人才群体等 6个维度的数据
进行系统摸底，测算出潜在购房人
群规模。“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住
房市场总体供应情况，以需定建，科
学合理确定供给规模。”

福州2023年10月按照“以需定
建”原则组织开展了全市保障性住
房需求调查摸底工作。重庆按照

“以人定房、精准匹配”原则，打通公
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使用通
道，已累计盘活 26个公租房项目，
共7.2万套。

——存量转化，提升闲置物业
使用率。多地开展非居住房屋改建
为保障房、国企收购商品房用作保
障房等工作，推动保障房扩源。

深圳首个非居改保项目“环水
泊寓”于2023年 7月投入运营。通
过 9个月的改造，南山水务大楼变
身为有204套（间）房源的保租房项

目。重庆已启动实施180个非居改
保项目，涉及4.7万套（间），如渝中
区“龙湖冠寓解放碑店”，将商业办
公楼宇改造成490间保租房。杭州
亚运村媒体村赛后蝶变为人才专项
租赁住房“宁巢·美地公寓”，今年3
月起面向人才群体配租，提供3746
套保障房。

——协同规划，促进产城融合、
职住平衡。“骑自行车 10分钟就到
公司了，太方便了。”在深圳刚工作
两年的颜黎淼今年年初搬进了公司
附近一套 35 平方米的保障房。记
者走访看到，多地保障房建设呈现
重点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和商业商务
区、产业园区、校区“一点三区”进行
空间布局的特点。

走进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维沃
移动通信（重庆）有限公司员工生活
区，1449间宿舍内家具、空调、洗衣
机等齐全，餐厅、超市、阅览室、健身
房等配套设施完善。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企业员工有 3000 余人，
这 1449 间宿舍作为产业园区配套
的保租房项目，有效解决了企业员
工住宿、通勤不便等问题，目前处于
满租状态。目前重庆围绕产业园区
配套服务的保租房项目共 227 个、
近10万套（间）。

推动政策、资金、管理形成合力

业内专家和从业者建议，在保

障房建设、运营等方面，仍需平衡好
政府与市场、增量开发与存量盘活
等关系。围绕保障房建多少、怎么
建、怎么管等一系列问题，因地制
宜、深化创新，推动政策、资金、管理
形成合力。

——加强政策引导。记者了解
到，在保障房体系调整的过程中，
地方上存在一定的政策转换衔接
难度。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
勇建议，对于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这
一新兴事物，相关主管部门需针对
具体问题深化研究，加强政策引
导，并明确各地因地制宜的相关标
准、政策，有效推动地方开展各项
相关工作。

——推动资金平衡。广东省城
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李宇嘉认为，建房、收房、售房、回购
各环节，都考验国企的资金平衡能
力。应摸清需求，以需定供，同时用
好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金融政策，
加快政策落地见效。

——加强后端管理。上海易居
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
当前保障房存在重前端建设、轻后
端管理问题，随着保障房总量不断
攀升，需完善后端管理建设，推动租
金调整、房源调换、退出回购等相关
细则加快落地，推动社会形成保障
房管理共识。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加大建设供给力度 各地保障房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新华社记者 赵瑞希 林光耀 周凯

绿树阴浓夏日长，正是出游好
时光。暑期文旅消费市场“燃”了！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暑期
各地将推出超过4000项约3.7万场
次文旅消费活动。携程平台上，暑
期国内酒店、机票搜索热度均同比
上涨 20%以上，中国旅客在奥运期
间赴巴黎的订单同比增长105%，入
境游整体订单同比增长1倍。据网
络平台统计，截至8月 7日，暑期档
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
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
景、优化消费环境，以创新激发服务
消费内生动能”。

奥运“撞”上暑期，学生暑假叠加
成人消夏，跨境旅游“热”起来、假日
市场“燃”起来、文旅消费“火”起来。

把握新趋势，文旅市场在“创
新”。

当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北疆追
寻“我的阿勒泰”之时，首届中国新
疆民间艺术季将举行，吸引更多游
客“打起手鼓唱起歌”，“跟着节庆去
旅游”；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
以“乐游中轴”为主题，推出快闪演
出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北京中轴
线音乐之旅；

江苏举办2024“水韵江苏·璀璨
夏夜”主题活动，发力夜间旅游……

作为一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旅
游旺季，这个暑期，各地各部门铆足
劲、出新招，文旅消费更“带感”。

需 求 为 本 ，旅 游 更 有“ 氛 围
感”——

乘奥运东风来贵州看一场活力
四射的“村超”，到敦煌鸣沙山下听
星空演唱会，追着影视作品打卡热
门取景地……一批特色文旅产品频
上热搜。

面对群众愈加个性化、多样化、
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旅游+”正
在生发无限惊喜：旅游+红色文化，
革命老区风华正茂；旅游+演出演
艺，粉丝经济异军突起；旅游+避暑
消夏，深山远海不再冷清……

从滨海、森林，到音乐节、演唱
会，再到展览展会、户外运动、文体
赛事，层出不穷的文旅新场景，不仅
满足中国游客所需，也让外国游客
高呼“好City的中国！”

服 务 为 先 ，消 费 更 有“ 体 验
感”——

8月1日晚，一年一度的国家自
然博物馆“博物馆之夜”活动开启。

“博物馆奇妙夜”吸引了更多观众。
暑期以来，为了满足群众旺盛

的参观需求，全国多地博物馆采取
延长开放时间、取消预约要求、取消

“周一闭馆”等措施，开启“不约而
行”“超长待机”模式。

何为宾至如归？是炎炎夏日里
的一瓶水、一个清凉油，也是排队时
的一把遮阳伞、骑单车时的一个清
凉坐垫。杭州依托“景区舒适度查
询系统”对最佳出行时间给出动态
建议，南京优化各景区预约程序和
预约时段，哈尔滨将冰雪季的“宠

粉”措施延续……
用真心待远客，越来越多景区

将优质服务藏在细节里、留在人们
心上。

惠 民 为 要 ，游 客 更 有“ 获 得
感”——

“抢到了真金白银的文旅消费
券，这趟旅行挺超值。”暑假到成都
旅游的大学生周广涛兴奋地说。

6 月以来，四川成都发放 3000
万元“暑来成都 乐游天府”文旅消
费券。各地还纷纷推出票价优惠、
消费满减、折扣套餐等措施，针对学
生推出景区免票和优惠政策。

8 月 9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
上，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
马力表示，将推进文旅融合及与相关
产业融合发展，优化消费惠民活动举
措，与促进餐饮、住宿、体育、数字、绿
色、健康消费等一体推进，创新文旅
消费场景，丰富个性化、定制化产品
供给，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文旅消费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
相关。更好玩、更优质、更舒心……
一个活力四射的文旅市场近在眼
前。 （新华社北京8月10日电）

暑期市场“燃”了！

文 旅 消 费 真“ 带 感 ”
新华社记者 徐 壮

8月 10日，2024西太平洋国际航次科考队从
山东青岛起航，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为期45天的
调查工作。

这是驶向大洋也是驶向大山的旅程，“深海一
号”船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将通过深潜探索神
秘的海山。

海山，海平面以下的山峰，这里“隐藏”着深海
生命的奥秘，也是人类了解最少的生物栖息地
之一。

本航次的科考重点，便是海山这一独特的生
态系统和环境。

据本航次首席科学家、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
心副主任许学伟介绍，本航次将在西太平洋麦哲
伦海山链开展调查，这里水深1500至3000米，生
物多样性高、生态系统独特，被视为未来深海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

“我们计划在该区域的3个工作区开展生物
多样性及环境调查，利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深海箱式取样器、深海着陆器等装备调查海山深
海生物类群，掌握海山生境所在区域的位置、环境
特征和生物群落组成。”许学伟说。

在 45 天的调查工作中，“蛟龙号”计划下潜
18次。作为深海调查的“实力担当”，“蛟龙号”
将发挥采集性能好、环境扰动小等技术优势，对
深海生物、海水、沉积物，包括海参、海百合、冷
水珊瑚、微生物等进行采集研究，深化人们对海
山生物多样性特征、海山地形地貌对生物多样性
的影响、大洋环流动力学与物种传播关系等问题
的认识。

作为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栖息地，深海环境
已经受到全球气候变化、人类陆海活动的严重
影响，但人类对深海生境的科学认知还非常缺
乏，这已成为全球深海科学治理的主要瓶颈
之一。

自然资源部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唐冬
梅在起航仪式上表示，我国牵头的“数字化深海
典型生境”大科学计划，获得39个国家的支持和
参与，体现了各国同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深刻认同。

作为该计划下的首个国际航次，本航次搭载
了来自加拿大、西班牙、哥伦比亚、中国香港等
国家和地区的 11名境外科学家，中外科学家按
学科专业分为不同小组，共同开展科学考察工
作。“我们将一同探寻深海奥秘，推动深海生物
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本航次境外首席科
学家、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邱建文说。

今年上半年，“蛟龙号”执行了中国大洋83航次任务，这是我国载人深潜
首探大西洋。

这一次，“蛟龙号”首次搭载境外科学家下潜，西太平洋将见证中外科学
家携手探秘、逐梦远航。

我们期待，中国蛟龙满载而归！
（新华社青岛8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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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虚拟现实、AI 技术、人
机交互、3D 打印，一边是陕北民
歌、羌族刺绣、杖头木偶戏……在
2024 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
会上，创新科技与民俗文化一同

“登场”，共塑文旅产业新发展、新
动能。

8月 9日至 11 日，2024 西安丝
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在西安举
行，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 164 个代
表团、793家企业参展参会。

跟随数智人“沉小香”飞越至华
山的云海之巅、看 AIGC 技术生成
的山中四季美景在光影中变幻流
转、通过手势感应体验摩崖石刻的
挥毫泼墨……华山景区的展馆内，
多元数字互动体验项目让俄罗斯留
学生乐雅慧对华山充满向往：“这不
仅仅是一场展览，更是一次沉浸式
的体验，有时间我一定要去华山看
看！”

依托智慧旅游管理系统和营销
平台，华山景区的管理、服务、运营
水平不断向精准、高效迭代升级，景
区 年 游 客 接 待 量 已 超 过 330 万
人次。

随着越来越多创新技术手段被
应用于文旅领域，科技创新成为提
升旅游体验、拓展旅游场景的新引
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文创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岑说：“一些景
区、博物馆用 AI 打造智能导览系
统，实现多模态交互功能，让游客拥
有更智能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实时
智能交互体验。还有一些公司在打
造VR大空间体验和空间计算方面
进行创新，基于优质文旅内容、文物
资源打造新项目。文旅产业智能化
趋势明显。”

展馆内，让观众们驻足停留的
除了智能化的交互场景，还有展现
各地文化内涵的各类演出。在西藏
展区，华丽的藏族服饰一出场就吸
引了观众的目光，悠扬的果沃琴弹
唱将观众带到“神山圣湖”。随着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历史悠久的果沃
琴弹唱从村庄、剧院走向街道、景
区，让更多游客感受到西藏文化的
魅力。

不只有果沃琴。在旅游旺季，
西藏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座无虚

席。这部以拉萨自然山水为背景，
讲述 1300 多年前文成公主与松赞
干布和亲历史故事的剧目，累计演
出超过1900场，是西藏旅游的金字
招牌。

据西藏展区工作人员介绍，
西藏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2023 年西藏旅游接待人次和收
入 历 史 性 突 破 5500 万 和 650
亿元。

近年来，我国文旅消费保持较
好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国内游
客出游总花费 2.73 万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19.0%。与此同时，全国文
旅融合进一步深化，文化新业态保
持较快增长，优质文化内容供给不
断增加。

步入西安文创设计产业联盟展
区，十二生肖主题的兵马俑手办、
以大雁塔为原型创作的“塔宝”背
包、西安美食打卡手账本等各种结
合西安特色的文创产品，从多角度
阐释当地文化意涵，丰富当地旅游
价值。

在系列背包、盲盒、玩具旁，塔
宝品牌主理人邹晨向记者介绍起一
副塔宝主题卡牌。在每一张牌上，
都写着一条有关西安人文、非遗、民
俗或美食的小知识。“我们在五一期
间为游客免费发放了 2万副卡牌，
希望让塔宝作为民间宣传大使为西
安文化发声，让它成为代表西安文
化内涵的 IP形象，而不只是一个伴
手礼。”邹晨说。

从销售伴手礼、潮玩到打造文
化 IP，文创设计的思路升级为旅游
产业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动力。“当一
个有代表性的文创 IP火起来后，能
吸引更多人想来旅游。”西安文创设
计产业联盟运营人员周婧说，“最近
以西安肉夹馍为原型的文创产品绒
馍馍非常热门，很多朋友关注到这
个产品后都想来西安看一看，尝一
尝肉夹馍。”

“随着文旅融合进一步深化，一
批展示地方美食、美景、非遗历史的
优秀内容正在为各地旅游业带来新
的增长点。同时文旅融合不断赋能
城市更新，打造了主客共创共享的
城市空间。”赵岑说。

（新华社西安8月11日电）

“新”“心”向荣展现文旅产业新动能
——丝路旅博会现场观察

新华社记者 闫馨禾 蔡馨逸 王佳琳

取得积极进展。 （新华社发）

暑期市场“燃”了！文旅消费真“带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