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天津6月12日电 6月14日13时18分将迎
来本年度最小上弦月。届时，月亮的一半被照亮，为半
圆形，犹如一张弓，弦在左，弓背在右，又酷似一个大写
的英文字母“D”。

人们在地球上所看到的月球周而复始的圆缺变化
现象称为月相，即月球的“相貌”，它的变化周期平均是
29.53天，常见的月相名称有朔月、蛾眉月、上弦月、盈凸
月、望月、亏凸月、下弦月、残月等。

其中，上弦月时，太阳西落后人们可以看到半个明
月高挂天空，此时月球的西边半圆被太阳照亮；下弦月
时，一般在午夜时分人们可以看到半个明月从东方升
起，此时月球的东边半圆被太阳照亮。

“上弦月一定出现在农历月上半月，月面朝西；下弦
月一定出现在农历月下半月，月面朝东。”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说。

2024年会出现上弦月12次，下弦月13次。6月14
日的上弦月是本年度12次上弦月中离地球最远的一
次。

杨婧说，月球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在运
转过程中，其距离地球时远时近，最远时超过40万公
里，最近时则不到36万公里，两者相差约5万公里。所
谓年度最小上弦月，指的是月相为上弦月时，月球同时
运行至远地点附近，此时的上弦月视直径最小。具体来
看，6月14日13时18分上弦月，距离当天21时35分月
球经过远地点时只相差8个多小时。

上弦月和下弦月出现的间隔大约为14至15天，而
月球从近地点到远地点的间隔大约为13至14天，年度
最小上弦月和年度最大下弦月通常在同一个农历月或
者相邻的两个农历月出现。本年度最大下弦月将出现
在6月29日5时53分。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不论是年度最小上弦月还是
最大下弦月，肉眼看上去，与其他月份的弦月区别不
大。感兴趣的公众可尝试将本月的最大和最小弦月用
相同的拍摄参数拍下来，然后进行拼合对比，会很有
趣。”杨婧说。

如弓弦一般！
14日将迎

本年度最小上弦月
6月12日，游客在吊

水楼瀑布附近游览。
近日，受降雨和牡丹

江上游来水增多影响，位
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
内的镜泊湖景区湖水上
涨，景区内的吊水楼瀑布
景色壮观，吸引游客前来
观赏。

新华社发

黑龙江牡丹江

壮美瀑布引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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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资产集团 太仓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项 目 公 告
信息请查询“太
仓市农村产权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 (http://
www.szaee.
com/ta -
icang/)，咨 询
电 话 ：0512-
53890539。

我市现有以下国有资产房屋和农村集体资产采取电子竞价方式公开招租，欢迎有意竞投者前来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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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单位

太仓市利民劳务合作社

太仓市利民劳务合作社

太仓市浏河镇闸北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浏河镇何桥村村民委员会

长春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双凤镇泥泾村村民委员会

太仓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市联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太仓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市信息港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太仓市资产发展有限公司

资产位置

城厢镇南漳泾路118号利民工业园3
号车间2楼

城厢镇南漳泾路118号利民工业园2
号车间2楼、3楼

闸北村5组（闸北路东侧，上海东路南
侧）

何桥村8组

太仓市城厢镇长春南路170-6幢4楼

泥泾村迎春路306号

泥泾村迎春路312号

泥泾村迎春路302号

泥泾村迎春路309号

泥泾村迎春路214号

太仓市太平南路19号启迪生活广场
19-6号、8号、10号门面房

太仓市郑和中路309号发展大厦1幢
201、202、302、304、507、607室；2幢

804室、904室；1幢21楼整层

城厢镇南郊文治路55号国信金融大
厦5楼整层、7楼701、702、709、710、

711室；8楼整层

太仓市人民南路12号滨河花园1幢
1403室

太仓市县府西街5号3-5层

浏河镇沿江路45号江漪苑商铺

面积

797平方米

401.5平方米

1224.7平方米

20亩

131平方米

95.22

98.85

102.82

95.22

95.22

508.05平方米

2584.65平方米

3189.84平方米

82.55平方米

2898.09平方米

944.49 平方米

租赁年限

1至2年

1至2年

1年

1年

1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1至3年

使用范围

三产用房

三产用房

办公用房、教育培训
用房

种植水稻、小麦

住宿用房家庭单位整
租优先

三产用房

三产用房

三产用房

三产用房

三产用房

餐饮除外

经营办公

经营办公

用于居住

经营办公

餐饮除外

联系方式

章雪玙 0512-53409683

章雪玙 0512-53409683

18652441960

18952420223

18915777211

何红 13814599685

何红 13814599685

何红 13814599685

何红 13814599685

何红 13814599685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18321562705 13812916564

6月12日在枸杞开园节上展示的新鲜枸杞。
当日，宁夏第七届枸杞产业博览会枸杞开园节在位

于贺兰山东麓的百瑞源殷红子熟枸杞庄园开幕。
据了解，截至2023年底，宁夏枸杞种植面积32.5

万亩，鲜果产量32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290亿
元。 新华社发

贺兰山下枸杞红

近期，牛肉价格持续大幅下跌，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国家统计局12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牛肉价格
同比下降12.9%，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
低。

如何看待本轮牛肉价格下跌？未
来还会“跌跌不休”吗？记者日前分赴
北京、湖南、福建等地，聚焦牛肉价格
形势和市场供应，走访有关部门、养殖
大户和权威专家，回应社会关切。

价格缘何走低？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牛肉市场供
应充足，叠加牛肉消费整体回落，是本
轮牛肉价格走低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肉牛存栏和进口快速增
加，供应相对过剩。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2019年以来肉
牛存栏持续增长。跟猪肉相比，牛肉
价格一般比较坚挺，因看好牛肉消费
市场行情，叠加多地出台支持政策，全
国很多肉牛养殖户纷纷增加存栏。

截 至 2023 年 末 ，全 国 牛 存 栏

10509万头，比上年末增加293万头。
今年一季度，全国肉牛出栏1199万头，
牛肉产量186万吨，同比增长3.6%。

牛肉进口也在增加。海关总署数
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口牛肉
100万吨，同比增长22%，其中4月份
进口22万吨，同比增长23%。“当前牛
肉供应已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朱
增勇说。

“和国内相比，国外肉牛养殖以草
饲为主，具有成本优势，进口白条牛到
岸价基本为国内批发价的一半。年初
以来，牛肉贸易商看好国内消费需求，
签订合同增加，价格相对便宜的进口
牛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国内肉价
形成较大冲击。”朱增勇说。

另一方面，牛肉消费需求不旺，与
替代品消费价格下降有关。

相对于供给端的快速增长，牛肉
消费增速则趋于平缓。有关数据显
示，去年全年，中国牛肉消费量为
1027万吨，增长4%，增幅处于低位水
平。

朱增勇说，今年以来，猪肉、鸡蛋
等替代性动物蛋白价格整体处于低

位，带动市场消费增加，相应造成牛肉
消费需求减少。上半年国产牛肉和进
口牛肉消费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价格持续下跌令消费者欢喜，但
让不少养殖户感到压力。

黄金龙是湖南省汨罗市桃林寺镇
养牛大户，从事规模养殖16年，目前养
了36头牛。“整头牛按毛重卖，最近价
格是每斤16元，去年同期是20元左
右。每头牛出栏重量在 1200 斤到
1400斤不等，跟去年同期比，卖一头牛
就要少赚3000至5000元。”

未来走势如何？

朱增勇表示，跟去年下半年牛肉
供给仍在增加不同，经过不断消化，当
前可供屠宰的活牛小幅缩减，下半年
牛肉供应面有望收窄。此外，按照往
年惯例，秋冬季属于牛肉消费旺季，下
半年消费有望实现季节性增长。

“尤其要看到替代品猪肉价格持
续反弹，5月份，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1.1%，同比上涨4.6%，涨幅较上月扩
大。当前，生猪供应过剩局面基本得

到扭转，下半年全国猪价将进入季节
性上涨通道，这将有助于刺激牛肉消
费需求，给牛肉价格带来一定程度的
提振作用。”朱增勇说，但综合来看，下
半年牛肉供给仍将处在高位，牛肉价
格重新进入上涨通道或许还需要一段
时间。

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许光建建
议，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生产和市
场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养殖
户合理调整生产结构，同时采取措施
加快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提高行业应
对风险的能力，防止牛肉价格过度波
动。

“县里正在研究起草全链条优化
支持政策，从减免进驻租金、鼓励牧草
加工、贴息贷款等方面扶持肉牛产业
发展，帮助养殖户早日摆脱亏本困
境。”福建省诏安县畜牧技术服务站站
长李益彬说。

“从长远来看，规模化和产业化是
肉牛养殖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当前，
要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规
模化养殖水平和养殖效益。”许光建
说。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近期牛肉价格为何持续下跌？

新华社海口6月12日电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36强赛战罢，中国、日本、韩国、朝鲜等18支
球队出线，18强赛抽签将于6月27日进行。

在备受关注的C组中，中国队虽然客场0:1不敌韩
国队，但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泰国队排名小组第二，
晋级18强赛。韩国队16分位列小组第一晋级。

由于国足在最近一期世界排名位列亚洲第13，因
此18强赛大概率会落位在第五档球队。世预赛亚洲区
18强赛将在2024年9月5日到2025年6月10日期间
进行。

B组中，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队以6连胜战绩强势
出线，朝鲜队则力压叙利亚队晋级。在F组的比赛中，
印度尼西亚队在主场2:0击败菲律宾队成功晋级，伊拉
克队小组第一晋级。

其他小组中，卡塔尔队和科威特队从A组晋级，阿
曼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从D组出线，伊朗队和乌兹别克
斯坦队从E组晋级，约旦队和沙特阿拉伯队从G组晋
级，阿联酋队和巴林队从H组出线，澳大利亚队和巴勒
斯坦队从I组晋级。

中日韩朝均晋级
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

新华社济南6月12日电 山东省水文中心11日发
布干旱预警，受高温少雨影响，南四湖下级湖水位持续
降低，11日16时，微山站水位降至31.58米，已达干旱蓝
色预警标准，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水位将持续下降。

据山东省水文中心发布的水情旬报，6月上旬，山东
平均降水量1.3毫米。今年以来，山东平均降水量98.8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27.0%，较去年同期偏少22.5%。

截至11日8时，山东省大中型水库、南四湖、东平湖
总蓄水量50.03亿立方米，大中型水库蓄水量与常年同
期相比偏多一成至1.1倍。

据了解，鲁南南部、鲁中、半岛及鲁西北局部地区
出现中度及以上缺墒，其他地区墒情基本适宜。据全
省墒情站监测资料统计，中度及以上缺墒站点占比为
28%。

山东发布干旱预警

端午假期，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假日消费热力涌动

广告

在城郊采摘、露营，到海边戏水
踏浪，去古镇体验非遗，赴山野徒步
休闲……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居民
出游热情高涨，吃、住、行、游、购、娱等
消费很火热。

假日消费是观察经济发展的一扇
窗口，今年以来，消费市场潜力持续释
放，折射出中国经济的蓬勃生机与活力。

消费出游市场火爆

端午假期，随着人们走亲访友、外
出游玩，各地车流人流迎来高峰。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端午假期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亿
人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
算，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1.1 亿人
次，同比增长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
费403.5亿元，同比增长8.1%。

广东顺德的龙舟竞赛，浙江嘉兴
的“裹粽”比拼，湖北秭归的研学之旅，
还有备受消费者青睐的苏州传统戏
曲、福建采茶文化、云南非遗扎染等民
俗体验……各地积极打造新场景、新
业态，助推假日消费热度攀升。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端午假期，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
228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实现
消费金额65.7亿元，同比增长12.9%；

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
等业态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8.7%。

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
测显示，6月7日~9日，上海全市线上
线下共计消费310.7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17.3%。端午节期间，上海商旅文
体展持续融合，民俗活动、特色美食、
体育休闲等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进一
步释放消费活力。

“各地积极挖掘消费热点、拓宽消
费场景，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假日经济
相结合，聚焦文旅等重点消费领域，推
动了居民消费意愿继续回升。”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陈丽芬说。

商品服务新意十足

山西“古建+非遗”文化游、广东城
市圈内“端午民俗游”、“拼假”远赴阿
勒泰草原游……业内人士表示，今年
端午，不仅景区门票、酒店、车票订单
量大幅增长，还涌现出“非遗+”文化
游、都市圈短途游、“龙虾名产地”小城
游等各类新趋势、新玩法，大大丰富了
游客的出行体验，进一步带动各地生
活服务消费上扬。

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境
内游人均预订量、人均消费金额比去

年同期双双提升，消费者追求体验丰
富度的趋势更加明显。美团数据显
示，端午假期全国日均生活服务线上
消费规模比2019年同期增长69%，广
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四川等省
份消费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看商品消费领域，同样新意十
足。拿端午节日“标配”粽子来说，青
稞粽、麻辣小龙虾粽、紫糯栗蓉粽等主
打健康减脂和小众口味的新产品不断
涌现，折射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也助
推小粽子成为大产业。中国数据研究
中心最新调研显示，2024年粽子市场
总量增幅将达到8%，市场规模首次突
破百亿元大关。

端午假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
迎来多降雨天气，干衣机等新品销量
快速增长。苏宁易购数据显示，端午
假期华南地区干衣机销量同比增长
53.7%。据了解，端午假期前夕，多地
围绕家居、家电、百货、餐饮等领域发
放消费券，不断拉升消费热度。

消费潜力有望持续释放

天猫宣布追加2亿元专项补贴以
旧换新；京东正式启动北京市家电家
居以旧换新补贴专场活动……今年端
午假期，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6·

18”年中大促等多项重磅活动同期展
开，此外，暑期消费即将启幕，为消费
市场带来多重利好。

业内人士分析，端午假期作为暑
期出游高峰的开端，将助推各地生活
服务业消费加速扩容提质，为各地文
旅市场迎接暑期旺季做好准备。

“随着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的到
来，叠加相关促消费政策支持，假日经
济将保持较强活力，服务消费将有较
大幅度增长。”陈丽芬建议，继续拓展
假日消费多元化供给体系，丰富下沉
市场消费场景，加大传统节日文化建
设，打造新型文旅商业消费聚集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近日表
示，商务部统筹推进“2024消费促进
年”，围绕传统节日期间餐饮购物、文娱
旅游等消费热点，指导各地开展丰富多
样的端午系列活动，推动消费持续扩大。

“今年以来，从冰雪经济到假日经
济，文旅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
康消费等热点为消费市场不断增添新
动力，消费市场总体呈现持续恢复态
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
示，随着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新业态
加快融合，消费空间不断拓展，以及消
费品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逐步落
实，消费潜力有望得到持续释放。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