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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全力保障
今年春耕农资供应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侯雪静） 记者 5 日从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了解到， 供销总社日前发布通
知要求全系统坚决扛起农资保供的政
治责任， 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农资流
通主渠道作用， 全力保障 2023 年春耕
农业生产用肥用药稳定供应， 为夏粮
丰收奠定良好基础。

根据通知，各省级供销合作社要进
一步健全完善农资保供工作机制，稳定
农资保供工作专班，积极构建省市县三
级农资应急保供体系，形成上下联动保
供的长效机制，确保农资应急保供联合
社指挥调度体系和社有农资企业业务
运营体系顺畅衔接、高效运转。 强化以
县域为单位调度农资供需情况， 建立
“点对点”应急保供配送机制，切实提高
系统农资应急供应能力。

通知明确， 各级供销合作社要指
导系统内农资企业认真分析研判当地
春季农业生产形势 ， 增加绿色高效 、
适销对路农资产品的采购供应。 提前
协调落实铁路、 水路、 陆路发运计划，
抓好农资跨区域调剂调运， 及时配送

到基层网点， 着力打通农资供应 “最
后一公里”， 加快农资进店进村入户，
保证终端销售网点货源充足， 确保春
耕旺季不脱销、 不断档、 不误农时。

通知要求，各级供销合作社要不断
创新优化农资服务内容和方式，因地因
苗加强技术指导， 积极应对防范春旱、
倒春寒、病虫害等灾害，大力开展测土
配方、统防统治、农机作业等农业社会
化服务，积极组织开展送产品、送技术、
送服务的供销农资下乡活动，线上线下
融合扩大供应、优化服务，降低农资流
通成本。 加强农资市场监测，积极做好
调查调度，及时掌握本地春耕农资供应
进展情况，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据了解， 为保障今年春耕农资供
应充足， 自去年农资冬储以来， 全国
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大采购、 调运和储
备力度， 2022 年四季度累计从工厂采
购肥料 4163.2 万吨 、 农药 43.3 万吨 ，
预计今年 1 月至 4 月还将采购肥料
3500 万吨、 农药 30 万吨左右， 并将按
照有关部门安排有序投放市场， 让农
民能够及时用上放心农资。

南水北调工程向北方调水
突破 600亿立方米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刘诗平）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 截至 5 日， 南水北调
东 、 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 600
亿立方米。 按照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
流量 580 亿立方米计算， 相当于为北
方地区调来了超过黄河一年的水量。

南水北调东 、 中线一期工程于
2014 年 12 月实现全面通水 。 通水以
来， 年调水量持续攀升。 中线所调南
水已由规划的辅助水源成为受水区的
主力水源； 东线北延工程的供水范围
已扩至河北、 天津， 提高了受水区供
水保障能力。 目前， 工程直接受益人
口超过 1.5 亿人。

据南水北调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南水北调集团在做好年度正常供水工
作的基础上， 与水源、 沿线省市密切

协作， 统筹正常供水和生态补水， 兼
顾输水调度和防汛抗洪。 在主汛期前，
增大河流生态补水流量， 助力修复华
北地区河湖生态系统。 进入主汛期后，
实时优化调度， 动态调整上下游之间
补水流量， 根据河流行洪情况错峰调
度， 全力加大向北方供水。

生态补水方面， 南水北调中线累
计向北方 50 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
90 多亿立方米， 使滹沱河、 白洋淀等
一批河湖生态改善， 华北地区浅层地
下水水位止跌回升。 东线沿线受水区
利用抽江水及时补充蒸发渗漏水量 ，
使湖泊蓄水保持稳定， 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

水质方面， 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水
质保持或优于地表水Ⅱ类标准， 东线
水质稳定保持地表水Ⅲ类标准。

京秦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5 日电 （记者

冯维健） 记者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 2 月 4 日 ， 随着北京至秦皇岛高
速公路遵化至秦皇岛段正式运营， 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项目京秦高速公
路实现全线贯通。

京秦高速公路全长约 264 公里 ，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 “四纵
四横一环” 骨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
中， 京秦高速遵秦段全长约 165 公里，
总投资约 314 亿元， 项目起点是下院
寺枢纽互通， 途经唐山市遵化、 迁西、
迁安和秦皇岛市卢龙 、 抚宁 、 海港 、
山海关 7 个县 （市、 区）， 终于秦皇岛
市山海关区 。 设有桥梁 47 座 ， 隧道
13 座， 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 设计时速 100 公里。

据了解， 京秦高速公路是京哈高
速公路的北并行线， 是北京通往天津、
秦皇岛及东北三省地区的一条重要高
速公路。 京秦高速遵秦段的正式运营，
将大幅提升河北唐山、 秦皇岛两市北
部地区群众的出行品质， 改善区域交
通服务条件和投资环境， 促进区域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

京秦高速全线通车后， 秦皇岛至
北京将至少缩短半小时车程， 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进程将大大提速 。 同时 ，
京津冀与东北三省将新添一条快速联
络通道 。 对于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
完善国家高速公路路网结构、 提高京
哈高速通行能力、 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拉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北京延庆发布冬奥可持续发展成果
打造户外运动城市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李春宇） 北京市延庆区 5 日在延庆奥
林匹克园区发布冬奥可持续发展成果，
以及 《延庆区户外运动城市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 （2023-2025）》， 助力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建设， 努力打造国际知
名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延庆作为北京冬奥会的三大赛区
之一 ， 为成功举办一届简约 、 安全 、
精彩的冬奥盛会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冬奥会也为延庆留下了 ‘雪 飞 燕 ’
‘雪游龙’ 等宝贵的奥运遗产。 赛后，
延庆区有效利用奥运遗产， 促进了生
态、 体育、 文旅等产业发展。” 北京奥
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高云超说。

今年春节假期， 延庆区共接待游
客 75.8 万人次， 占北京市乡村游接待
游客总数的 57%， “冬奥赛区 ” 品牌

效应显著。 北京市延庆区副区长任江
浩表示， 此次发布户外运动城市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 致力于进一步发展冰
雪休闲游、 户外运动游、 乡村度假游
等业态， 建设 “最美冬奥城”。

根据该行动计划， 延庆区将持续
推动冰雪、 骑行、 徒步、 露营项目发
展， 构建具有示范效应的户外运动场
景， 引入一批具有产业影响力的户外
用品品牌， 举办一系列户外领域展会
赛事， 集聚一批开展专业户外服务的
创新创业人才， 让人们到延庆 “春骑
行、 夏露营、 秋徒步、 冬冰雪”。

2 月 4 日 ，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一
周年之际， 延庆赛区火炬台 “长城之
光” 再次启动， 晶莹的 “雪花” 和灵
动的 “银丝带” 吸引市民前来拍照打
卡， 重温冬奥时光。

国乒包揽WTT支线赛
安曼站五项冠军

新华社安曼 2 月 4 日电 世界乒
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支线赛安曼
站 4 日在约旦首都安曼结束， 中国队
获得本站赛事全部 5 个项目的冠军。

男单决赛在两位国乒队员之间展
开， 曹巍与林诗栋在前四局战成平手，
决胜局曹巍 11:9 获胜， 夺得冠军。

女单决赛中， 蒯曼以 11:5、 11:6、

11:3 击败法国选手扎里夫。 蒯曼还与
林诗栋搭档， 在 3 日进行的混双决赛
中直落三局， 战胜中国香港组合林兆
恒/杜凯 。

女双决赛中 ， 覃予萱/韩菲儿以
3:2 击败中国香港组合杜凯 /朱成竹。
林诗栋/陈垣宇获得男双冠军， 他们在
决赛中以 3:2 击败队友曾蓓勋/黄友政。

擦亮中国品牌，老字号加速“出海”
老字号是我国工商业发展历史中

孕育的 “金字招牌 ”。 近年来 ， 在深
耕国内市场的同时， 越来越多老字号
乘风 “出海 ”，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
推动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不久前， 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
屏上， 巨幅海报亮出 “京珐景泰蓝 ，
传统技艺， 走向世界” 的宣传语， 中
国红背景衬托下 ， 景泰蓝 “和平尊 ”
熠熠生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
了中国传统技艺的艺术魅力。

“作为行业代表性企业之一 ， 我
们希望通过匠心产品向世界展示中国
传统手工技艺之美， 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 北京市珐琅厂有限
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艳娜说。

走进北京市珐琅厂的生产车间 ，
只见数十位师傅正在一丝不苟地对手
中产品进行精雕细琢 。 制胎 、 掐丝 、

点蓝……制作景泰蓝前前后后加起来
有 100 多道工序 ， 每一道都含糊不
得。

董艳娜告诉记者， 工艺精美的景
泰蓝深受国人喜爱， 也受到海外消费
者的欢迎， 产品远销美国、 日本、 法
国、 意大利等多个国家。

如今， 像京珐景泰蓝这样走出国
门的老字号不止一家。

开年以来， 位于福建漳州的片仔
癀生产车间加班加点， 一批批产品陆
续销往印度尼西亚、 泰国、 新加坡等
多个国家。 仅元月上旬， 产品销量就
达去年全年的十分之一；

上海老字号凤凰也迎来新飞跃 ，
其生产的锂电助力自行车远销多个国
家， 售价是传统自行车的十倍乃至数
十倍；

海鸥手表通过入驻全球速卖通等

数字化平台，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速卖
通平台为企业量身打造“出海 ”方案 ，
去年 8 月大促期间， 海鸥手表多款单
品销售额环比实现三位数增长……

“老字号有着悠远的历史沉淀和
文化传承， 是国家宝贵的品牌资源 ，
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 近
年来， 越来越多老字号走出国门， 向
世界讲述中国的品牌故事， 展示文化
自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
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说。

今年 4 月， 京珐景泰蓝将携旗下
产品亮相在海南举办的第三届消博
会。 董艳娜表示， 多年来， 企业一直
积极参加广交会、 进博会、 消博会等
国内外大型展会， 目的就是让更多人
了解景泰蓝背后的中国文化。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 目
前 ， 我国有中华老字号 1128 家 、 地

方老字号 3277 家， 广泛分布在食品加
工 、 餐饮住宿 、 居民服务等 20 多个
领域。 全国老字号年营业收入超过 2
万亿元， 在消费促进、 产业升级、 文
化引领、 民族自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 商务部将采取切实措施， 推动
老字号发挥主体作用 ， 加快创新发
展， 拓展更大市场， 满足更多需求。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司
副司长王晓浒说， 近年来， 我国企业
在积极 “走出去” 的同时， 也频繁遭
遇海外诉讼、 商标抢注等一系列知识
产权问题。 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中国
贸促会， 共同设立企业海外知识产权
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和 22 家地方分中
心， 为包括老字号在内的企业提供专
业化的公益性指导服务。

（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 王雨萧 丁英华）

元 宵 佳 节 ， 老 字 号 里 品 团 圆
5 日， 正月十五元宵节。
一大早， 位于望京的北京稻香村

第十八营业部门口， 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 店内， 过水挂浆 、 摇制 、 分拣 、
装箱……经过几道工序， 元宵在机器
中 “滚” 得浑圆； 柜台旁， 柜员将新
鲜的现摇元宵火速打包， 交到等候已
久的消费者手中。

“元宵节 ， 团圆节 ， 几十年的团
圆味一定要有 。” 对于刚刚买到元宵
的范阿姨而言， “中华老字号” 稻香
村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更包含着老北
京难忘的时代记忆。

元宵佳节 ， 老字号扮靓团圆图
景。

四川成都赖汤圆门店， 顾客们围
着汤圆的香气摆起 “龙门阵 ”， 那是
属于一座城市的安逸； 浙江嘉兴五芳
斋总店， 食客们纷至沓来， 只为那一
口儿时的软糯香甜； 北京磁器口， 锦
芳小吃店， 顾客从元宵柜台前一直排
到了马路上……

元宵的热乎气儿， 氤氲出团圆味
儿， 也蕴藏着 “中华老字号” 一以贯
之的匠心。

“从磨糯米粉到制馅再到滚元宵，
我们对机器的选择、 时间的长短都有

很严格的规定， 目的是最大限度保留
糯米粉本身的营养成分和自然的香
味， 让滚出来的元宵黏度更高， 口感
更好。” 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石艳说。

做北方元宵靠 “滚 ”， 做南方汤
圆要 “包 ”。 浙江嘉兴五芳斋总店 ，
汤圆师傅揪起糯米团 ， 把馅按进团
里 ， 包起来搓圆 ， 在糯米粉里滚两
下， 一个小巧玲珑的手工汤圆就做好
了。

店长胥传萍介绍， 五芳斋汤圆精
选 120 目水磨糯米粉， 代代相传的水
吊浆工艺让汤圆口感更加爽滑， 猪板
油制成的馅心细腻浓郁 ， 滑 、 细 、
香、 弹这四个特色让汤圆格外香甜。

匠心， 彰显着技艺的传承与品质
的坚守。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
副司长李晓松说， 正是这些世代相传
的传统技艺、 工匠精神和诚信理念 ，
成为老字号企业不断适应时代发展 、
历久弥新的重要因素。

巩固 “老” 的传统优势， 老字号
筑牢守正之基； 顺应 “新” 的时代潮
流， 老字号更有创新之举。

今年过年， 新品熊猫汤圆成了赖
汤圆的 “明星产品 ”。 古色古香的汤

碗中， 一颗颗可爱的 “熊猫头” 微笑
着，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尝鲜。

四川省成都市饮食公司赖汤圆总
经理卢有才介绍， 近三年， 赖汤圆的
销量每年稳步上升 15%左右， 产品畅
销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等国家和地区。 这些成绩， 与赖汤圆
求新求变息息相关。

一颗汤圆， 折射出老字号锐意创
新的勇气 。 近年来 ， 赖汤圆 、 稻香
村、 五芳斋等老字号在口味创新、 工
艺 创 新 、 营 销 创 新 等 领 域 陆 续 发
力———开发年轻消费者喜爱的新口味
产品、 根据需求精准定制食品加工设
备、与知名商超合作推出联名款汤圆、
线上线下多渠道品牌推广……紧跟市
场趋势，老字号跑上了“新赛道”。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说， 老字号
的优势在于 “老”， 老品牌、 老技艺、
好信誉、 好口碑 。 但老字号的不足 ，
一定程度上也源于 “老 ”， 可能存在
观念老化、 机制老化等问题， 特别是
在年轻群体中的接受程度不够高， 难
以满足当前消费升级和时代发展需
要。 唯有守正创新发展， 才是老字号
的出路所在。

近日， 京东发布 《2023 元宵节消

费趋势》。 报告显示 ， 元宵节前 ， 元
宵、 汤圆成交额环比增长超 60%。 随
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 消费市场需
求加快释放， 经济发展活力日增。

“今年开年以来整体销售额同比
增长了近 40%， 已经恢复到 2019 年同
期水平。 ”北京稻香村副总经理俞大治
表示，包括元宵、汤圆在内 ，稻香村糕
点销售的火爆程度超出了公司预期。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 置 。 《扩 大 内 需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2－2035 年）》 提出， “打造中国
品牌， 培育和发展中华老字号和特色
传统文化品牌”。

4 日 ， 由商务部主办的 2023 年
“老字号嘉年华 ” 活动在山东青岛启
动。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视频致辞中
表示， 要以此次活动为起点， 统筹线
上线下、 全年持续推进， 以更高品质
的商品供给 、 更加新颖的消费场景 ，
让群众在品味老字号的过程中， 拥有
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立春时节 ， 老字号里的团圆味
儿， 正飘向崭新的春天。

（新华社北京 2月 5日电
记者 魏弘毅 殷晓圣 李倩薇）

传统民俗庆元宵
2 月 4 日， 在湖南省衡

阳市南岳区南岳镇， 小朋友
在观看舞龙舞狮展演。

元宵节到来之际， 各地
开展舞龙、 锣鼓表演、 舞狮
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欢
庆佳节。

新华社 发 （曹正平 摄）

冬 奥 一 周 年 全 国 冰 雪 热
北 京 冬 奥 会 开 幕 一 周 年 之 际 ，

“冰丝带” 的场馆纪录墙上多了 10 个
名字。 11 岁的张骞予是 4 日 “冰丝带”
市民速度滑冰系列赛参赛年龄最小的
选手 ， 作为女子青少年乙组优胜者 ，
她和另外九位市民优胜者得到了纪录
“上墙” 的冬奥冠军待遇。

让百姓成为冬奥赛场上的绝对主
角， 是北京冬奥会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自 2022 年 7 月 9 日 “冰丝带” 正式对
公众开放至今， “冰丝带 ” 累计接待
游客近 21 万人次 ， 其中 14 万人次体
验参与了冰上运动 。 此次比赛正是场
馆培育自主赛事新的探索 ， 北京国家
速滑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程
淑洁说 ， 未来 ， 场馆将承办多元化 、
多层次的赛事， 不断创新方式邀请公
众走进 “冰丝带”。

在向大众开放的道路上 ， “冰丝
带 ” 并不孤单 。 在首钢滑雪大跳台 、
在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雪飞燕”、 在河

北崇礼的云顶滑雪公园……众多冬奥
场馆在这个雪季成为无数国人的打卡
地 。 4 日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雪如
意” 热闹非凡， 河北省第四届冰雪运
动会正式开幕， 并发布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后续利用计
划和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项目，河北省
体育局局长王彪表示，希望能巩固提升
河北 3000 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和
质量，带动冬奥场馆和市县冰雪场馆综
合开发利用，助推后奥运经济发展。

北京冬奥会的辐射力度远远不止
冬奥场馆。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 吉
林省冰雪市场表现火爆 ， 万达长白山
度假区营业收入连续三天超千万元 ，
北大湖周边民宿订单较 2019 年增幅达
16 倍。 吉林省体育局局长牟大鹏表示，
北京冬奥会一年以来 ， 冰雪运动在吉
林省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 目前共建
成 各 类 滑 雪 场 75 家 ， 雪 道 总 面 积
1256.8 公顷、 总长度 358.1 公里， 单日

最大接待量达 12 万人次。
在冰雪资源较为稀缺的南方 ， 冰

雪产业的发展也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
象。 安徽省天柱山滑雪场负责人张伟
对此感受很深： “2022 年之前， 我们
一年最高接待量也就 1 万多人 （次 ），
但北京冬奥会举办这一年就达到 3 万
人 （次）。” 今年春节七天假期 ， 滑雪
场接待量达 1.1 万人次。 “从 2022 年
12 月 18 日开始算起 ， 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 这个雪季接待量就已超过 4
万人 （次）。” 张伟还发现， 自带滑雪
设备的 “发烧友” 和有组织的滑雪俱
乐部成员越来越多了。

兔年春节前后， 上海推出 20 多项
冬季项目赛事活动 ， 除了十多块固定
冰场开门迎客外， 上海还新添 15 块季
节性移动冰场。 虹口足球场洛克公园
的露天篮球场就摇身一变成为滑冰场，
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戴
富祺表示， 南方喜欢冰雪运动的人越

来越多， 这个改造不仅解决了冬天露
天球场客流量较少的问题 ， 也让爱好
冰雪运动的市民有了滑冰的好去处。

而在江苏 ， 社区冰雪运动会已在
淮安、 宿迁、 徐州 、 无锡等地先后举
办， 3 月前还将在常州、 苏州举办。 从
3 月开始， 江苏省中小学生冰雪项目系
列赛活动将进行 19 场。

从看冬奥比赛 ， 到自己上场学习
滑冰滑雪， 是这一年来不少中国人的
新尝试。 南京市民陈茜去年第一次踏
上真冰， 今年春节期间第一次穿上了
雪板 ， “冰雪运动的魅力真的很强 ，
虽然我还只是个初学者 ， 但已经成了
不折不扣的发烧友 ， 我想下个雪季能
到北方去滑更有难度的雪。” 26 岁的她
说自己有了新目标。

（新华社南京 2 月 4日电
记者 王恒志 李春宇 张 骁

夏子麟 杨 帆 秦 婧 张玮华
李 典 王 帆 周 畅 许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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