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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7、8月虹桥机场入境人次同比增长 10.7%，一线城市和大热景点外还有更多优质选择

解放日报见习记者 崔艺林

这个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长
三角地区凭借其地理环境 、文化景观 、
服务体验等优势在国内旅游市场中展
现了独特的魅力。

据统计 ， 长三角铁路暑运仅 7 月
就发送旅客近 8550 万人次， 较去年同
期多发送旅客近 440 万人次 ； 东部机
场集团航班起降 3.5 万架次，日均 15.1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哪些因素成为今年长三角暑期旅
游市场增长新动力？

南京博物院成“黑马”
根据旅游平台数据统计 ， 今年长

三角地区订单量前三的景区分别为苏
州的拙政园、 上海的迪士尼乐园以及
南京的南京博物院。

与去年同期相比 ， 拙政园和上海
迪士尼的排名未变 ， 南京博物院却是
“黑马 ”，从 2023 年暑期销量排行第八

名一举上升至第三名 ， 取代了牛首山
文化旅游区的位置。

南京博物院拥有各类藏品 43 万余
件 （套 ），上至旧石器时代 ，下迄当代 ，
既有全国性的又有江苏地域性的 ，既
有宫廷传世品又有考古发掘品。

博物馆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出
游的选择。 近日公布的《2023 全球主题
公园和博物馆报告》显示 ，中国共 7 家
博物馆上榜全球前 20， 长三角的南京
博物院和苏州博物馆位列其中。

南京博物院蹿红 ， 还与国内首部
3A 游戏 《黑神话 ：悟空 》大火有关 ，不
少人到南京博物院打卡游戏中的 “同
款”香炉，了解文物背后的汉朝历史。

四五线城市发力
不光景点的偏好有变化 ， 在旅游

地区的选择上 ， 今年的暑期游也显出
与往年不同的特色。

据统计 ， 暑期酒店订单增长量最
多的长三角城市前三名为池州 、 铜陵
和徐州。 其中增长率最高的城市池州
是安徽省唯一的五线城市 ， 增长率达

58%。 排行第二的铜陵市则为四线城
市。

为了发展旅游 ， 池州推出了一系
列活动， 如持九华山门票可免费游览
池州市内其他 8 家景区 ， 还在筹备以
康养旅游为特色的 “池州养生 ‘硒 ’游
季”活动。

同样位于安徽的铜陵 ， 当地文旅
局向全国的学生们发出来铜旅游邀
请，中考、高考学生不仅可以凭准考证
和身份证免部分景区门票 ， 还能享受
入住五折、免费停车等优惠 ，带动消费
市场增长。

依托于旅游资源和当地的文化特
色，四五线城市找准发力点 ，发展旅游
产业，找准竞争优势，给游客在一线城
市和大热景点外提供更多的优质选择。

新人群新动力
消费的主体是人 ， 新兴的消费群

体激活旅游市场的活力。
长三角口岸对符合条件的外国游

客可提供 144 小时的过境免签时间 ，
并且不局限于进入口岸所在的省份 ，

而是覆盖长三角全域 ， 这给外国游客
来华旅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据统计 ，7 月和 8 月虹桥机场入境
约 2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7%，其中外
籍游客约 1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9%。
据上海机场边检站统计 ， 浦东机场今
年约有 26.7%的外籍旅客通过免签政
策入境。

此外，“10 后” 儿童群体成了暑期
长三角旅游增长的主力军 。 与成年人
出游不同， 儿童出游一般情况下都需
要大人陪同 ， 这种强绑定的亲子关系
让旅游消费有了特殊性。

据携程统计 ， 全国范围内的旅游
订单中亲子客群占比达 35%。 其中，长
三角的各类旅游订单中，“10 后” 儿童
为消费主体的订单数量同比增长约
140%；具体品类中，亲子研学游订单同
比增长 175%，刮起了一阵“研学风”。

不管是场景的变化还是消费群体
的变化， 今年暑期的长三角旅游市场
都呈现积极的活性，据相关趋势预测 ，
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旅游市场仍将延
续火热状态。

安徽六安：“旅游 +”
加出全域旅游新格局

初秋时节， 地处大别山区的
安徽省六安市迎来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放眼望去，连绵起伏的群山
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清澈的溪水
蜿蜒流淌， 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游
客慕名而来。着眼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六安市坚持规划引领、精准
定位、 科学布局， 重点打造大别
山、江淮分水岭、主城区、淮河水
乡四大片区，推进农旅、水旅、红
旅等深度融合发展，形成生态、文
化、旅游融汇互动、一体发展的全
域旅游新格局， 奋力打造全国红
绿融合发展示范区、 长三角高品
质休闲度假康养旅居目的地。 图
为六安市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

新华社 发 肖本祥 摄

长 三 角 兴 起“运 河 热 潮 ”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近期，中国建设运河的热潮在国内
外备受关注，也被一些媒体称为“21 世
纪的运河热潮”。

今年 6 月 ，交通运输部印发 《关于
新时代加强沿海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
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主干线大
通道，有序推进长江干线 、西江航运干
线、京杭运河、淮河干流等干线航道扩
能升级，构建横贯东西、辐射南北的水
运主通道”。 其中涉及长三角的就有已
在使用的京杭运河、淮河干流 ，以及正
深化前期研究论证的浙赣运河。

开凿于 2500 年前的京杭大运河 ，
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 、里程最
长的人工运河，是我国最知名的世界级
运河。 京杭大运河连通了长江、淮河、黄
河、海河，除文化传承功能外，该运河在
交通运输方面地位依旧重要。 一组数据
显示，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年货运量超
5 亿吨， 是京沪高速公路年货运量的 8
倍。

千年运河历久弥新，“运河经济”发
展蓬勃， 自然值得欣喜。 但与公路、高

铁、 航空等更为现代化的运输方式相
比， 运河这种方式无疑古老且缓慢，运
输时间长这一缺点明显。 但运河也有独
特优势，首要的自然是运价便宜 ：一组
数据显示，水运成本仅为铁路运输成本
的 1/2，公路运输的 1/5，航空运输的 1/
20。 此外，水运还有运能大、能耗小、污
染少等优势，符合未来经济社会和物流
行业发展趋势。

去年，长三角一条新运河在安徽境
内连通了长江和淮河。 当年 8 月 19 日，
江淮运河全面开航， 安徽省阜阳港、合
肥港、芜湖港与河南省周口港 、淮滨港
“五港联动”，江淮运河 9 条集装箱航线
同日开通。 江淮运河是引江济淮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该运河结束了淮河中游
与长江中下游水运不畅的历史，形成与
京杭大运河平行的第二条南北水运大
动脉。

江淮运河开通，最直接的影响是缩
短航程。 该运河将长江、淮河航道由原
本的“二”字形变为“工”字形，“两横一
纵”主航道网联通，改变淮河与长江间
的水运需绕道京杭大运河的单一运输
线路，可节省航程 200 至 600 公里。

航程缩短，自然带来物流运输成本
降低。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测算显示，江

淮运河开通后，每年可节约河南等腹地
区域大宗货物运费超 60 亿元， 为沿线
工业企业节省 5%至 10%的物流成本，还
可减少碳排放近 180 万吨。

虽然江淮运河仍处于市场培育期，
但现实情况是，开通仅一年 ，江淮运河
运量已基本达到设计水平年运量的一
半。 具体来看，江淮运河上运输的货物
主要来往于河南周口 ， 安徽省内的合
肥、芜湖、安庆，长江中游的武汉以及下
游的上海等区域， 货物以水泥熟料、煤
炭、钢材、汽车等大宗物品为主。

其中，合肥派河港作为江淮运河上
首个集装箱码头，地处江淮联运中心枢
纽位置、 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片区，随
着比亚迪、蔚来、大众（安徽）等多家新
能源车企在合肥迅速发展，派河港现已
成为合肥唯一具备第 9 类危险货物（锂
电池相关） 作业资质的集装箱码头，以
满足新能源整车及储能产品出口激增
的运输需求。 此外，去年，由上港集团长
三角公司牵头组建上海港 ICT 合肥内
河集装箱中心，实现把船公司在上海的
空箱服务延伸至合肥内陆集装箱码头。

尝到“运河经济”甜头的安徽，还在
加码水运发展。 今年 6 月，安徽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高质量打造江淮干

线水运大通道的意见》明确 ，以江淮运
河为主骨干，向北连接沙颍河 ，向南连
接芜申运河，形成通江达海江淮干线水
运大通道的目标蓝图。 长三角区域研究
专家孔令刚表示，近年来 ，没有海港的
安徽正谋求“向海而兴 、借船出海 ”，通
过长江黄金水道、江淮运河以及连通芜
湖与上海的芜申运河等，进一步放大长
三角地区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全面参与
全球资源配置，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底， 中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 12.82 万
公里，比 2014 年增长 1900 公里，增速仅
为 1%， 同期全国高速公路增速达 64%，
铁路增速达 42%。

如此来看，我国水运短板有待进一
步补上， 其中运河建设无疑是重中之
重。 未来，浙赣运河将连接江西境内的
信江与浙江钱塘江，相比经长江出海的
路线航程缩短约 200 公里，若是江西城
市选择从宁波舟山港出海，航程有望缩
短约 300 公里。 如今不仅能为江西开辟
第二条出海通道，也有助于进一步拓展
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的市场腹地与战
略纵深 ，让“运河经济”无缝连接“海洋
经济”。

沪苏湖高铁接触网送电
长三角再添“动脉”

钱江晚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沪苏湖高铁从
9 月 6 日起开始陆续送电，计划 9 月 13
日完成全线送电，为即将开展的接触网
热滑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坚实的基础。
届时， 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线路、接
触网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带电状态。

据悉，接触网送电是指将高铁沿线
地方电网的高电压，通过铁路牵引变电
所转化为 27.5 千伏单相工频交流电
后， 再输送到高铁线路上方的接触网
上，为高铁列车运行提供动能，相当于
接触网线路“主动脉血管”注入“新鲜血
液”。 接触网送电是铁路建设过程中的
重要节点，送电后，沿线所有供电接触
网及其相连部件带有 27.5 千伏高压
电，相当于家庭用电 220 伏电压的 125
倍。

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
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铁路部门提醒沿
线单位和居民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相关
法律法规，严禁向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抛
掷物品，严禁在铁路电力线路导线两侧
各 500 米的范围内升放风筝、气球等低
空飘浮物体，严禁攀登铁路电力线路杆
塔或者在杆塔上架设、安装其他设施设
备，严禁在铁路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

围 20 米范围内取土、打桩、钻探、吊装
或者倾倒有害化学物品，严禁靠近电气
化铁路接触网，以及其他破坏铁路电力
线路设施的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铁路线路两侧的栅
栏是防止行人、动物进入铁路线内而专
门设置的一道安全屏障， 禁止移动、损
毁防护栅栏等防护设备，也禁止无关人
员以任何理由进入防护栅栏内，否则公
安机关将依法进行治安处罚，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还将追究刑事责任。铁路部门
提醒，沿线居民请加强对未成年人和限
制行为能力人的监管教育，提高其爱路
护路意识； 同时， 要看护好自家的牛、
羊、猪等大型禽畜，严防进入防护栅栏
内。

沪苏湖高铁由上海虹桥站引出，途
径江苏省苏州市，终至浙江省湖州市湖
州站，线路全长约 163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设上海虹桥、 上海松江、练
塘、苏州南、盛泽、湖州南浔、湖州东、湖
州站等 8 座车站。 沪苏湖高铁是上海、
苏州、湖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大项
目，也是长三角高铁联网、补网、强链的
重点项目。 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有效疏解沪宁、沪杭铁
路通道运输压力，优化上海铁路枢纽布
局，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于打造
“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沿线经济社会
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
有重要意义。

(通讯员 许文峰 记者 祝依凡)

杭温高铁开通运营
新华社杭州 9 月 6 日电（记者 魏

一骏 林光耀）9 月 6 日 9 时， 两趟首
发列车同时从杭州西站和温州北站开
出，沿着杭州至义乌至温州高铁分别驶
向温州和杭州方向，标志着杭温高铁正
式开通运营，长三角区域路网进一步得
到完善。

杭州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高
级工程师王鲁介绍，杭温高铁自杭州市
桐庐东站引出，途经金华市、台州市、温
州市，引入温州北站，通过既有杭深铁
路延伸至温州南站， 正线全长 276 公
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全线共设桐庐
东、浦江、义乌、横店、磐安、仙居、楠溪
江、温州北、温州南等 9 座车站。

杭温高铁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
将按照日常线、高峰线安排旅客列车开
行，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 38 列，
杭州西至义乌、温州北运行时间最快分

别为 34 分钟、87 分钟。 据了解，未来，
铁路部门将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流变化，
灵活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满足
沿线群众出行需要。

杭温高铁建成后，沿线浦江、东阳、
磐安、 仙居等县市区结束了不通高铁的
历史，杭州、金义、温州三大都市圈 1 小
时通达格局基本形成。 “杭温高铁的开
通， 强化了长三角最南端温州及沿线城
市与长三角中心城市之间的快速联系，
‘轨道上的长三角’进一步提速。 ”浙江交
通集团轨道交通管理部总经理张奕说。

杭温高铁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义
乌至温州段， 由民营资本控股投资、建
设、运营，是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和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二期为
杭州至义乌段，由浙江交通集团投资建
设，是浙江省首条省方全资建设的高铁
项目。

闵行再添一项国家级荣誉

近日， 国家工信部公布了 2024 年
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闵行区
空间信息产业集群成功入榜。继去年基
因产业集群上榜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
产业集群名单后，闵行区再添一项国家
级荣誉。

据悉，闵行区空间信息产业集群重
点围绕“商业火箭”和“商业卫星”产业
发展需求，全面推进空间信息产业高质
量发展。当前，闵行区集聚了利正卫星、
埃依斯科技、 航天电源等链主企业近
20 家，龙头企业 15 家。 2023 年，营业收
入达 122.36 亿元， 连续三年始终保持
16%以上增长， 中小企业数量 112 家，
专精特新企业 34 家，“小巨人” 企业 4
家。 2021 至 2023 年集群中小企业主持
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数量 37 项，
中小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491 个，每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491 个。

闵行区空间信息产业已形成上中
下游产业链生态体系，产业链强链补链
优势不断显现。目前集群形成了上游为
复合材料及轻量化合金、精密加工及特
种焊接、光伏组件及氢能，中游为商业
火箭和商业卫星总装设计、下游为遥感
数据及导航通信等卫星应用全产业链，
并以储能用电池及系统检测、高分遥感

技术创新等产业链企业， 创建了 12 个
创新联合体。 按照“4+4”合作模式，协
同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推进产学研用科技
协同创新项目达 50 个， 以及产业合作
项目 37 个。依托链主企业，带动了黎明
瑞达、杭和智能等 110 余家，涉及未来
材料与能源、卫星应用、总装设计等一
批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闵行区空间信息产业集群建立了
满足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服务体系，治
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依托重点企业
“服务包”工作制度，开展常态化、制度
化企业走访，实行“一企一档”管理跟踪
服务，建立“有求必应”动态需求管理。
根据集群中小企业不同需求，搭建中小
企业服务专业化服务平台，建立服务企
业工作站，助推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积极筹建“商业航天产业联盟”。

下一步，闵行区空间信息产业集群
将围绕重点任务，进一步提升火箭研发
发射一体化服务能力和产业卫星批量
化制造能力，增强研制创新能力和平台
研发实力，加强突破性技术攻关和专业
化协同服务。同时围绕创新链、产业链、
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
链，建立“共商、共建、共享、共赢”联动
服务机制，引导更多资源向空间信息产
业领域集聚，着力打造空间信息领域科
技创新策源地。

（据 9月 6日今日闵行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