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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双节同庆、万家团圆，但
有这样一批重点工程建设者、扶贫工
作者争分夺秒地工作在一线，用辛勤
的汗水向共和国献礼，谱写奋斗的华
彩乐章。

家国情交汇，
勾勒冬奥会最美“冰丝带”

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只有不到
500天。今年国庆期间，鲜红的五星红
旗飘扬在北京市各冬奥重大工程施工
现场。万余名建设者全力拼搏，为年底
全部竞赛场馆完工发起最后冲刺。

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
速滑馆“冰丝带”，正在建设的1.2万平
方米全冰面，创下亚洲之最。北京国家
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宋家峰说：“这块冰面不容小觑，它
采用世界先进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
技术，碳排放趋近于零。常规速滑馆只
有一个 400 米跑道是冰面，我们把整
个场心也都做成冰面。”

奥运场馆可持续利用是世界难
题。由于这种冰面设计，未来国家速滑
馆平日可接待超过 2000 人同时开展
速度滑冰、花样滑冰、冰壶、冰球等各
种冰上运动。北京冬奥会后，这里不只

是世界顶级速滑场馆，还将是全球共
享的冰雪运动健身中心。

今年的国庆节是宋家峰在岗坚
守的第 3 个国庆节。他清晰记得，
2018年国庆节时，国家速滑馆在为钢
结构建设做紧张准备；2019年国庆节
时，国家速滑馆向幕墙和屋面建设完
成发起冲击。

“每年国庆节，我们都会准时收看
升国旗仪式，汲取精神力量，更好投入
到建设工作中。”宋家峰说，今年恰逢
双节，家与国情意交汇，全体建设者更
有干劲。

发力新基建，产业澎湃新动能

如果说“冰丝带”是老百姓看得见
摸得着的重大项目，那么上海一块236
亩工地上在建的长三角最大、全国前三
的腾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在“润物
细无声”中实现“一业带百业”。

记者看到，这里机器轰鸣、工人忙
碌，一派繁忙景象。上海市基础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孙海明说：“国庆
节是度假的黄金周，更是不可错失的
施工黄金周。家是小家，国是大国，我
们十分荣幸参与和见证对国家有重大
意义的项目建设。”

作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国新基建
领域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该数据中心
预估投资超过450 亿元，2021 年底将陆
续投入使用，承担各种大规模 AI 算法
计算、图像处理、科学计算和工程计算
任务。目前，400 多名工人需要克服的
困难在于项目面积大、精度要求高，尤
其是复杂的地下工程系统，要防不均匀
沉降、防渗漏水，以免影响数据中心的安
全有效运行。

腾讯云产业生态部运营商东区总监
张永伟表示，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政策的
推进，中国数据中心总量与发达国家从
相差数倍到逐步接近。抢先布局数据中
心、发力新基建，将为5G、车联网、工业互
联网等建设“铺路”，促进新技术与传统产
业的深度融合，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增
添新动能，在国际赛道中跑出新速度。

打好脱贫攻坚战，
共美“我和我的家乡”

“家里稳了，干活也踏实！”这段时
间，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道汊村贫困群
众吴赛泉忙着挑土运沙，参与村庄道路
抢修工作。他说，今年以来的洪涝灾害对
生产生活造成了影响，8 月上旬村里开
始退水以来，当地干部很给力，水退到哪

里，就指挥到哪里，水、电、路就通到哪
里。现在，也轮到他为家乡出份力。

在国庆中秋假日，道汊村里忙碌的
身影并不少。驻村第一书记余鑫说，道汊
村是个有6800多人的大村庄，也是个贫
困户达到950多人的江西省“十三五”贫
困村。基础设施修复是保障这个大体量
贫困村恢复运转的关键，如今处处能见
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基本生活保障建设如火如荼，不少
贫困群众对恢复生产也信心十足。

鄱阳县昌洲乡永平村贫困群众洪启
加家中 3 亩多田前不久刚种上南瓜秧
苗，一片绿油油，很有生机。他说，多亏了
当地政府的帮助，不仅免费发放南瓜秧
苗，还为贫困户送来慰问金。如今他一边
照顾地里的南瓜，一边在乡镇做建筑小
工帮大伙修复房屋，基本生活有保障，并
对恢复到以前的发展状态信心满满。

洪启加并非个例，永平村村支书董
选波说，受洪涝灾害影响，村庄 1043 亩
耕地全部绝收。如今乡镇给大伙准备了
油菜、南瓜等作物的种子。大部分村民选
择种植油菜，等到十月中下旬油菜播种
的季节，放眼望去将是生机盎然。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龚雯 张骁 熊家林

用辛勤的汗水向共和国献礼
——国庆中秋一线奋斗者谱写华彩乐章

青石板路、古朴民居……在广西
南宁市江南区扬美古镇，古香古色的
明清建筑引来八方游客。在古镇里，土
特产、手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而甜
品冷饮格外受游客喜爱。

国庆假期，扬美古镇游人如织，冷
饮店生意跟着“热”起来。“老板，来两
碗绿豆沙。”“老板，结账！”在当地村民
杜邦泉的甜品店里，顾客络绎不绝。

杜邦泉的店位于码头附近，不少
游客在一番游玩之后到店里歇息，一

边聊天，一边品尝甜品冷饮。“假期生
意比平时好很多，顾客多的时候店里
近 30 个座位都不够坐。”杜邦泉笑着
告诉记者，因为客流量大，现在一家6
口人都出来招呼客人。“这个假期我这
个店预计收入超过1万元。”

一间名为“有间茶铺”的冷饮店坐
落在古镇主街上，店主黄卫国瞄准旅游
商机，将自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一楼打
造成冷饮店。“这几天房间基本被订完
了，依靠冷饮经营和住宿服务，国庆期间

预计每天能有上千元收入。”黄卫国说。
“大部分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旅游着

实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扬美村党
总支副书记许建林说，“预计黄金周期间游
客能带动扬美古镇两三百万元消费。”

位于南宁市上林县大丰镇的下水源
景区山高林密，山谷间流泉飞瀑，景色迷
人。石文开在景区里经营一家冷饮店，她
说，相比之前的冷清，这个假期各地游客
的到来让山里又热闹起来。“生意比之前
好很多，店里一天的营业额在 200 元左

右。我家还经营一家民宿，目前每个房间
的价格是500多元，天天客满。”

大丰镇党委书记覃桂南介绍，国庆
假期，大丰镇各旅游目的地接待游客人
数持续回升，餐饮、民宿、土特产销售等
跟着红火起来。

记者从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
悉，10月1日至6日，南宁市接待游客385.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25.31亿元。

新华社南宁10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覃星星 雷嘉兴

冷饮店里的“热”数据

在这个难得的超长“十一”
黄金周，海南成为全国最热门
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四面
八方游客来到海南的，除了椰
风海韵的自然风光和高端酒店
的度假休闲，还有免税购物“买
买买”的乐趣。

位于三亚海棠湾的三亚国
际免税城内，一些奢侈品牌门店
前排起了长队。来自浙江的游客
邵珂惠排队20多分钟后进入古
驰专卖店，经过一番挑选，最后
购买了一款心仪的包包。

她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
目前不能出国，来海南旅游顺便
免税购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相比出国，来海南更方便，成本
也更低。”她说，接下来还准备购
买一些护肤品和化妆品。

从今年7月1日开始，海南
离岛免税购物额度从每年每人
3万元提高至10万元，取消单件
商品8000元免税限额，新增手
机、平板电脑等7类消费者青睐
的商品，这也是海南离岛免税政
策自2011年实施以来力度最大
的调整。尤其是化妆品单次购买
数量从12件提高到30件，满足
了众多女性消费者的需求。

在三亚国际免税城的香化
专区，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来自上海的游客杨易在一家专
柜一次性挑选了 10 多件护肤
品。“品牌很丰富，价格也比较优
惠，”她说，女生对护肤品需求很
大，政策放宽了，可以多买一点，
还可以帮朋友带一些回去。

据三亚市旅文局抽样调查
显示，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
后，八成三亚游客选择去免税

店购物，三亚国际免税城已经
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

目前，海南在海口、三亚和
琼海博鳌共拥有四家离岛免税
店，其中三亚国际免税城是面
积最大的免税店，总建筑面积
约12万平方米。

中免集团三亚市内免税店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高绪
江表示，免税新政实施后的两个
月，三亚国际免税城进店人数超
过18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60%以上，整个免税城的营收
达 到 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了
228%。“新政策对引导境外消费
回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说。

据海口海关统计，从7月1
日至9月30日，海南离岛免税
购物金额达到86.1亿元，同比
增长 227.5%；购物人数 129 万
人次，同比增长62%。

为了进一步优化离岛免税
布局，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海
南省政府近期已批准两家省内
企业享有离岛免税品经营资
质，同时计划今年在三亚新开
三家免税店，通过竞争性磋商
方式，从省外具有免税品经营
资质企业中择优选定一家企业
作为离岛免税的经营主体，形
成良性竞争格局。

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研究中心主任刘锋表
示，国人的购物消费需求很大，
海南离岛免税引入更多市场主
体后，将极大增强有效供给，让
游客有更好的消费体验，进一
步吸引境外消费回流。

新华社海口10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 周慧敏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火爆
引境外消费回流

让叶子变成票子的
乡村振兴领头人

这个国庆假期，沈蒋荣迎
来了一波又一波客人，整个村
庄的民宿天天爆满。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仙潭
村位于莫干山下，坐在沈蒋荣家
门口，能看到莫干山上红红绿绿
的房子。而莫干山周边区域是中
国民宿经济的发祥地之一。

1971 年出生的沈蒋荣早
年学过理发、当过工人，26 岁
那年工厂因为经营不善关闭，
被迫下岗后“转型升级”在县城
经营起了一家小餐馆。

“这几年，是我人生的重要
转折点，真正认识到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沈蒋荣说，
2014 年莫干山周边兴起了民
宿热，老家的山里房子成了“紧
俏货”，很多外地人要租房子，
一开价就是20年70万元，而且
一次性付，“我父母劝我把老房
子也出租掉，拿了这些钱可以
享受，我却不是这样想的，自己
经营怎么算都更划算，把老屋
装修成民宿，有客人做生意，没
生意就权当改善居住条件。”

2015 年 5 月，沈蒋荣利用
老房子改造的民宿“莫梵”开张
了。这是仙潭村第一家由村里
人自主经营的民宿，前来参观
的村民络绎不绝。沈蒋荣笑着
说：“1000多元住一晚的民宿，
村民们都要来看看到底是个啥
样子？”人到中年的沈蒋荣，第
一次成了村民们谈论的焦点。

村民郎美媛，夫妻俩都在
县城打工，但因买不起房子，一
直租房子住，而老母亲一人住
在山村里。2016 年，沈蒋荣租
了她家老屋经营民宿，付给她
100 多万元，郎美媛用这笔租

金在县城全款买了新房。
仙潭村原来有几十家农家

乐，沈蒋荣的“莫梵”成功示范
后，村民们豁然开朗，纷纷将原
来的农家乐改造升级为民宿，
住宿费从几十元一晚猛增到上
千元。两三年时间村庄涌现出
了125家民宿。

走在村中，指着大大小小的
民宿，沈蒋荣充满自豪地说：“现
在我们村民宿有150家，餐厅大
大小小5家，咖啡馆2家，奶茶店
1家，茶厂3家，农场2家。乡村旅
游业态不断丰富，村里的阿姨都
忙得不可开交，年薪4万多元。”

随着民宿不断发展，仙潭
村在外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越来
越多，沈蒋荣牵头成立了返乡创
业协会。“我深知责任的重大，如
今对自己的民宿管理越来越少，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莫干山区域
民宿产业发展，我策划了民宿客
人串门活动，联合13家民宿，挖
掘各自特色，编辑内容在微信公
众号大家转发，让客人体验不同
特色民宿，营造资源共享、互帮
互助的氛围。”沈蒋荣说。

沈蒋荣告诉记者：“年初遭
遇了那么大的危机，很多与旅
游相关的产业都进入了寒冬，
可是莫干山的民宿行业却受影
响不大，因为我们率先发起致
敬白衣天使活动，英雄凯旋时
邀请他们来莫干山，没想到得
到全国各地的响应，我们迅速
复产复工了。”

作为致富带头人，沈蒋荣
如今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这是
一个平台，能让我更好地带动
全村乡亲走上更加富裕道路。”
沈蒋荣说。 据新华社

改革十年，义乌出口占比
从全省1.2%到全国1.6%

10月3日，浙江义乌铁路口岸内，
4列满载五金工具、日用百货、玩具等
商品的“义新欧”中欧班列整装待发。
这个国庆假期，班列发运计划排得满
满当当，预计有27列发运。今年前8个
月，“义新欧”累计发运522列，同比增
长191.6%。

义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之
一。今年是义乌获批国际贸易综合改
革试点的第十年，义乌出口占比从全
省的1.2%跃升至全国的1.6%。顶层设
计搭建“四梁八柱”，配套政策完善“生
态 系 统 ”，当 地 干 群 勇 于“ 闯 关 探
路”——集成改革激发了“世界超市”
的澎湃动能，推动义乌在国际贸易领
域破难攻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路。

义乌之“勇”：
挑起改革重担，成为“世界通道”

从“义新欧”裹挟的世界风，到
“直播村”不熄的长明灯，一踏进义
乌，浓郁的商贸气息呼啸而至。每年
出入义乌高速、省道的大货车将近
600 万辆，满载的商品通过海陆空运
往世界各地。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
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
体方案》。以试点为支点，义乌先后承
担 20 多项国家级改革及系列省级改
革，如全国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针对专业人才在全省首推的聘任制公

务员等。今年1月1日，《义乌国际贸易
综合改革试验区条例》正式实施，意味
着多项政策制度上升为法规。

改革十年，义乌商贸取得长足发
展，出口规模增长了14倍。从改革起跳
的2010年底算起至2019年底，义乌出
口占比从浙江省1.2%增至全国1.6%，
其中日用消费品出口占全国8%。

与219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的义乌，虽遭遇中美经贸摩擦直接冲
击，但 2019 年仍实现出口 2867.9 亿
元，同比增长13.7%；今年叠加全球疫
情影响，前7个月仍出口1635.3亿元，
同比增长2.2%。

“义乌不仅是市，更形成了强大的
场。”义乌市委办主任陈峻峰说，义乌
关联全国 200 多万家中小微企业、
2000多万名产业工人，每年支付的来
料加工费超过 220 亿元，链接万亿级
商贸实体。

强大的经济“场”，为国内商贸实
体赋能。把“快递小哥”手中的订单累
加，2019 年，义乌快递业务达到 49.9
亿件，今年预计突破 60 亿件。义乌快
递业务量与广州并驾领先，成为国内
最大规模、最活跃的商贸中心之一。

义乌之“韧”：
善于自我革命，激发市场活力

深夜的义乌市福田街道北下朱村
依旧热闹，人车川流不息，主播们正与

粉丝热情互动。这个村以“直播带货”为
特色，村内有约 5000 家市场主体，社交
电商从业者5万余人。

虽遭遇全球化逆流，但义乌仍显示
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上半年，义乌新设市
场主体 7.7 万户，同比增长 22.8%，总数
达62.7万户。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场时发
现，通过改革闯关、拥抱变化，义乌形成
线上线下融合、进口出口互动、境内境外
连通的发展新局面，抗压能力、迂回空间
更加凸显。

义乌凯越进出口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家纺、餐厨、文具等日用轻工产品出
口。今年前 7 个月，这家企业出口规模
达到 6700 万美元，同比增长 24%。公司
董事长徐欣坦言，当地政府和企业在各
种风浪中，积累了兴商建市、改革闯关
的丰富经验。

“义乌人以前怕电商、拒绝电商，现
在拥抱电商、深耕电商。”走进义乌商城
集团新馆区，集团副总经理张奇真表示，
电商让义乌人从“坐商”到“行商”，进一
步激发实体市场的比较优势，精确挖掘
消费市场一手信息，从而提升产品品质、
设计研发、产销链条等竞争力。

义乌发挥市场、物流、产业合作网络
优势，将贸易改革与参与长江经济带、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山海协作”“东
西部扶贫协作”有机结合，与20多个省
份的特色产业集群紧密联动，带动 200
多万家中小微企业走向全球。

义乌之“惠”：
固化改革成果，输出“普惠红包”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让兴商建市见长的义乌再次“迎风挺
立”。义乌正继续发扬“无中生有”“点石
成金”的改革经验，再现“莫名其妙”的发
展，承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得益于改革驱动，义乌一些行之有
效的试点成果迅速在全国推广。比如，义
乌首创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成为拉动
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已在全国13
个重点城市推广。

在线下，义乌巩固全球最大实体市
场地位，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级
贸易平台；在线上，内外贸网商密度分列
全国第一、第二，并与阿里巴巴共建
eWTP全球创新中心。

2014年开行以来，“义新欧”依托世
界“小商品之都”和内陆国际物流枢纽
港，成为我国运营效益最好、市场化程度
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中欧班列之一……

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林毅
表示，义乌将进一步发挥小商品贸易特
色和优势，以大众贸易数字化、自由化、
全球化为主攻方向，加快提升全国统一
大市场，持续强化内外联动、促进内外互
通，坚定扛起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使命。

新华社杭州10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何玲玲 王俊禄 方问禹

10 月 6 日，游客在牛皇
村游览。

近年来，重庆市渝北区
兴隆镇牛皇村通过改善基础
设施、打造特色景观、改民房
为民宿等举措，促进乡村旅
游提档升级，发展“美丽经
济”，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美丽经济”
助推乡村振兴

10 月 7 日，浙江省台州市
仙居县官路镇农民驾驶农机收
割水稻（无人机照片）。

寒露将至，各地农民抢抓
农时开展农事活动。

新华社发 王华斌 摄

寒露将至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