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2 日，浙江
省金华市浦江县黄宅
镇蒋才文村，村民在
大棚里采摘葡萄。

当前，田野稻穗
金黄、瓜果飘香，农民
忙着收获劳动的果
实。

新华社发

瓜果飘香
收获忙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如何壮大县域富民产业，不少地
方依托一产，连接二产，融合三产，

“接二连三”火出圈的“爆款”农产品，
或许能给出新的破题思路。

近日记者在新疆奇台县采访夏
收发现，这座“雪山麦乡”的麦子大获
丰收，围绕小麦深加工、特色旅游等
各个环节都在流转奔忙。一穗穗小
麦，正串联起一条“接二连三”的全产
业链。

奇台的地理气候适合小麦生
长。依托这一天然优势，当地坚持产
学研一体化，推进科研育种，努力培
育更好的种子。同时，当地还建立以
小麦加工为主的食品工业园，大力开
发面粉下游系列产品和小麦加工副
产物综合利用，实现小麦就地加工转
化与价值提升。在此基础上，当地积
极探索发展农耕文化展示、农事体
验、田园观光旅游等文旅业态，今年

全域接待游客已突破400多万人次。
以往一些地方受交通设施、产业

基础、人才等条件制约，认为“小产
业”翻不出大花样。地处祖国西北的
奇台，依靠看似寻常的小麦，打造出
一条超32亿元的产业链，这是怎么做
到的？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物。就产
业自身来看，名优农副产品要摆脱初
级加工产品的产业形态、构建起一条
农业全产业链，重点还是在两头：一
头是供应稳定、品质优良的原料生
产，一头是适销对路的产品开发以及
品牌打造。

交通物流条件持续改善，网络直
播带货的兴起给予各类产品更多展
示机会。新疆有不少高端农产品，如
精河枸杞、伽师西梅，可以“打飞的”
实现一线城市“次日达”。奇台小麦
全产业链的构建亦是基于这样的大
前提。

实现“接二连三”融合发展的不
止奇台小麦。

年初大火的“尔滨”，促成一大波
南北特产赠礼互换；四川雅安不仅是
全国重要鱼子酱产地，观鲟鱼、赏鲟
鱼在这里也成为一道别样风景线；安
徽六安的朗德鹅，实现鹅肝“平替”法
国同类产品，衍生出的鹅肉、鹅肝酱、
鹅肝饼干等产品同样受到市场青睐；
冰天雪地的黑龙江抚远是全国最大
的蔓越莓种植基地，蔓越莓锅包鱼、
红烧蔓越莓鱼腹、蔓越莓精酿啤酒、
蔓越莓特色文旅“红海小镇”等，也在
持续吸引饕客、游人纷至沓来。

“隐藏款”农产品变“爆款”，相关
产业“接二连三”、培育壮大，无不是
瞄准市场需求，根据自身资源禀赋主
动发力长期布局的结果。

优劣相成，长短相形，从构建农
业全产业链，挖掘产业高端价值来
看，独具特色的地方资源是基础，瞅

准市场契合需求是关键，最重要的是
观念上的主动求新求变。

在各地的创新探索中，很多过去
看起来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如今正
被慢慢抹平，“长板理论”的意义在市
场检验中进一步凸显。把看似不起
眼的小买卖做成富民振兴的大产业，
关键在于发现和发掘自身的自然禀
赋、特色资源，将长板加长，将其作用
和价值发挥得更充分。

拉长观察的眼光，在超大的市场
体量、稳定的市场环境、日趋规范的
市场秩序、快速完善的服务设施等优
势加持下，长期主义、价值投资、细分
需求……这些朴素的发展道理，无疑
会在当下和未来的中国经济沃土上
持续得到验证。

繁荣城乡经济、推进乡村振兴之
路上，我们乐见更多“隐藏款”农产品

“接二连三”，火爆出圈。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2日电）

“隐藏款”变“爆款”，一产“出圈”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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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8月12日电 记者从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获悉，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公司日前试点开展浦东国际
机场至昆山城市航站楼双向低空的士载客服务，将两地间的
通勤时间大大缩短，让人们出行更加便利。

据测算，原本从江苏昆山出发到浦东国际机场乘坐国内
航班需提前4小时30分钟出发，乘坐国际航班需提前5小时
30分钟出发，低空载客航线的开通使时间大幅缩短至国内航
班仅需提前1小时30分钟、国际航班仅需提前2小时。预计
该航线可实现年载客2万至3万人次。

低空载客运输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经
济信息化委、民航华东局、上海市交通委、上海机场集团等相
关单位积极推动运营服务企业开通落地长三角区域低空航
线，推动上海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协同实现长三角
区域低空经济产业一体化。

未来，上海将持续拓展低空航线覆盖面，开通上海至江
苏太仓、吴江等长三角区域低空航线，以及开通浦东国际机
场至宝山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等市内低空旅游航线，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低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上海浦东至江苏昆山
双向低空载客航线试点开通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以“青年共建美好未来”为主题
的2024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12日在京开幕。来自130余个
国家和20余个国际组织的2000多名青年代表线上线下参
加。

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世界青年大会秘书
长艾迪欧拉·帕什拉里等嘉宾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讲述青
春故事、畅想美好未来。全体会议上，10多名各国青年部长
围绕推动全球发展、赋能青年发展分享了观点和经验。

在青年发言环节，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的9个典型项
目负责人，分享促进青年发展和全球发展的实践成果和未来
计划。来自8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发表《关于未来峰会的国际
青年倡议》，向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提出青年建议，发
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青年声音。

论坛现场启动了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二批典型项
目招募工作和专项基金，发布“青年绿色技能和创业研修交
流计划”。

据悉，中外青年代表在京期间将参加“未来峰会”青年圆
桌会、奥运青春汇、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等活动。各
国青年代表还将分组赴南宁、杭州、重庆、长沙，参加主题论
坛、专题考察、文化体验等活动。

2024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联合
国驻华系统、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组委会共同主办。该论坛自
2022年举办以来，旨在号召世界青年助力全球发展，倡导全球
共促青年发展，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汇聚最
广泛力量。

2024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
聚焦青年共建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2亿人次，旅
客周转量9454.53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5.7%、10.6%，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加快
构建铁路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科学合理安排运力，落实便
民利民惠民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有序出行，积极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至7月，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用好
今年新开通的新线能力和京广高铁全线时速350公里高标
运营成果，千方百计挖潜运输能力，精心铺画列车运行图，全
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0434列，同比增加998列、
增长10.6%。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旅客运输组织，在京港、沪
港间开行夕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在中老铁路安排开行中国
西双版纳至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旅客列车2列，恢复开行中国
呼和浩特至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旅客列车。1至7月，广深
港高铁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537.7万人次、同比增长54.7%，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13.9万人次。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超25亿人次

11日，当李雯雯抱起自己的教练
吴美锦，一路小跑到女子举重81公斤
以上级赛场中央接受全场欢呼，中国
体育代表团以巴黎奥运会第40金收
官，创造境外参赛最佳战绩。

在巴黎的16天里，404名中华体
育健儿全力拼搏、奋勇争先，以一个
又一个突破、一次又一次超越，交上
一份优异答卷。赛场内外，他们胸怀
祖国、敢打敢拼、勇于追梦；他们风华
正茂、自信大方、神采飞扬；他们传递
友谊结交朋友，也正面回击恶意挑
衅。在争金夺银的同时，他们更让世
界看到新一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40金！境外参赛历史
最佳

7月27日，沙托鲁射击中心，17
岁的黄雨婷和19岁的盛李豪把中国
射击队的“首金传统”发扬光大，为中
国代表团打响巴黎奥运“第一枪”，也
为射击队创造5金2银3铜的历史最
佳战绩开了个好头。

7月31日，拉德芳斯体育馆，19
岁的潘展乐以46秒40打破自己保持
的男子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夺冠，
为开赛以来一直未能“开张”的中国
游泳队一扫阴霾。4天后，他在20岁
生日当天又上演最后一棒惊天逆转
的好戏，与队友一起拿下男子4×100
米混合泳接力金牌，打破美国对该项
目长达40年的垄断。

8月3日，罗兰·加洛斯球场，一
路苦战晋级的郑钦文创造历史，站上
网球女单最高领奖台，成为首个夺得
奥运网球单打金牌的中国球员。

……
中国体育代表团最终以40金27

银24铜收官，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二，
金牌数与排名第一的美国队持平。
代表团成绩超越伦敦奥运会的39金，
刷新境外参赛历史最佳战绩；获得金
牌的运动员达60名，也创境外参赛历
史新高，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持
平。在射击、游泳、举重项目上，中国

队共打破世界纪录1项、创超奥运会
纪录9项次。

在巴黎，中国体育迎来里程碑时
刻。10日中国女乒夺得团体冠军，为
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夏奥历史上第
300枚金牌。从1984年许海峰射落
奥运首金起，中国体育用40年时间，
实现了夏奥1金到300金的跨越。

创造新的历史，几大“王牌军”功
不可没。除射击队创造最佳战绩外，
中国跳水队首次包揽奥运会八金，中
国乒乓球队也包揽五金，中国举重队
六人出战带回五金……六大传统优
势项目共获得27枚金牌，占代表团金
牌总数的67.5%。

新的突破也一个接一个。中国
女子拳击此前从未站上过奥运会最
高领奖台，在巴黎她们五人打进决
赛，勇夺3金2银，贡献度拉满。中国
花样游泳队首次奥运见金，就包揽集
体和双人项目两金。中国艺术体操
队、中国自由式小轮车队也均拿到奥
运首金……

■勇敢追梦，树立新一代
中国榜样

17岁的黄雨婷和19岁的盛李豪
携手射落首金后，两人无厘头的网名

“阿条姐”“干饭哥”迅速走红网络，盛
李豪“‘光靠干饭’就夺冠”成为大热
梗。喜欢刷哲学视频的盛李豪擅长

“整顿采访”，常常几句话把天聊死，
那股“淡淡的”劲儿招来不少迷弟迷
妹。

以“00后”为主的新一代中国奥
运健儿，千人千面很鲜活，真实松弛
不紧绷。有“e”人性格张扬、妙语迭
出，也有“i”人性格内敛、谦逊有礼，但
相同的是他们心中有梦，眼底有光。

8月11日过12岁生日的郑好好，
是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
选手。刚刚小学毕业的“小孩姐”很
放松，在滑板赛场上“玩得非常开
心”。无独有偶，14岁的崔宸曦也很
开心，还说出很有哲理的大实话：“失

败是很正常的，大多数时候都在失
败。”而当郑好好说出放暑假“抽空去
参加了个奥运会”时，全网都在疯传
这些“别人家的孩子”。

帮助中国乒乓球队拿到男子团
体冠军后，“六金王”马龙成为中国队
奥运史上获得金牌最多的选手。谦
逊、低调，是这位35岁老将的个性标
签。在奥运村、在赛场内外，总有人
会找他合影、签名，但当印度队员越
过王皓想先和他握手时，马龙会提示
对手，先和教练握手是赛场礼仪。中
国人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为他在网
上刷了一大波好感。

新一代的中国体育榜样，不一定
要站上最高领奖台，国人为潘展乐、
郑钦文、马龙、全红婵们欢呼的同时，
也为更多勇敢追梦的中国奥运健儿
们鼓掌。

中国女子橄榄球队“绝杀”对手，
创造历史最佳战绩；中国女曲在小组
赛一度出线不利的局面下，一路力克
强敌，决赛中她们和世界第一荷兰队
战至23米球决胜，虽败犹荣；张雨霏
克服发烧和生理期双重困难，以及频
繁兴奋剂检查带来的困扰，拼下了1
银5铜；遭遇失利的举重卫冕冠军石
智勇，不到半年打了50多针封闭，每
天针灸的针灸针已经装满了5升的饮
料桶……

源自竞技，超越竞技，他们都没
能赢得金牌，但依然是国人榜样。

■自信开放，彰显中国体
育新形象

体育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平台。而奥运会就是最大舞台。

郑钦文在罗兰·加洛斯的6场比
赛，就像一部全球直播的连续剧，主
角郑钦文完美代言了中国。

连续进行了两场3个多小时的鏖
战后，这个拼尽全力的湖北妹子说：

“我很累，但我可以再为我的国家战
斗3个小时。”

中国游泳队用实力“打脸”外媒

的持续诋毁抹黑。潘展乐出征巴黎
奥运会前立了一个小目标：“争取在
20岁生日那天的男子混接决赛中，接
棒后干进46秒！”这个性格耿直的大
男孩说到做到，游出45秒92让质疑
者闭嘴。

场上争气，场下霸气。当覃海洋
不满自己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决
赛的分段成绩时，潘展乐说：“我们是
冠军！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而张
雨霏更是直接回怼恶意炒作兴奋剂
问题的外媒：“为什么中国运动员游
得快要被质疑？美国的菲尔普斯、莱
德茨基那么厉害，你们怎么不去质
疑？！”

面对恶意，敢于犀利反击；面对
善意，中国运动员会投桃报李。

站在羽毛球女单亚军领奖台上，
何冰娇一直在展示手里的西班牙奥
委会徽章。此前的半决赛中，何冰娇
的对手、西班牙名将马林因伤中途退
赛，何冰娇将自己“微小而美丽的致
敬”带到了领奖台上。这个举动引发
广泛赞誉，国际奥委会在社交账号发
布了何冰娇手持徽章的照片，并评论
道：“这就是奥林匹克价值观的意
义。”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越来
越开放的中国运动员在赛场内外广
交朋友，传递友谊。

跳水女子三米板颁奖仪式上，当
冠军陈艺文跃上最高领奖台，左右分
立的亚军、澳大利亚选手基尼和季军
昌雅妮双双摆出欢迎“巨星”登场的
动作。基尼说：“我觉得这两个女孩
就像我的姐妹一样。”而英国跳水选
手斯彭多利尼-西里埃会用中文词

“闺蜜”“妹妹”称呼全红婵，表示她们
生活中会在网上“像家人一样”联系。

“00后”已经挑起大梁。作为新
一代中国体育人，时代塑造了他们更
加平视世界的姿态，祖国给予了他们
自信从容的底气。在奥运会这个全
球聚焦的大舞台上，他们所展现的，
不仅仅是中国体育的形象。

（新华社巴黎8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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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综述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
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及生境状况公报（2023年）》。公报指出，近年来长江水生生
物资源总体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以十年禁渔为重点的长江大
保护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

这是记者12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公报显示，
长江水生生物资源持续恢复，2023年长江干流监测点位单位
捕捞量均值为2.1千克，比2022年上升16.7%；重要支流监测
点位单位捕捞量均值为2.3千克，比2022年上升64.3%。

水生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2023年长江流域监测到土
著鱼类227种，比2022年增加34种；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14种，比2022年增加3种，新监测到滇池金线
鲃、细鳞裂腹鱼和四川白甲鱼。

栖息生境总体稳定。2023年长江干支流水质评价总体
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8.5%，采砂和航道整治等涉渔工
程增量开发强度有所下降，但存量规模依然较大。

受监测到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种类数仍相对
较少、部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水生野生动物数量偏少，少数
江段水体连通性较差、岸线硬化度较高等因素制约，相关水
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偏低，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依然任重道
远。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和沿江各地，压实
地方政府禁渔主体责任，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保持执法
高压严管态势，加强珍稀濒危物种保护，强化重要栖息地修
复，加强外来物种防治，多措并举保护修复长江水生生物多
样性。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
总体恢复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