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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 北 京 中 轴 线 一 路 向 北 ，燕 山 脚

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在青

山茂林间。

2023年 6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考察调研。

“国家版本馆是我亲自批准的建设

项目，一直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举

目环视，话语中满含深情。

回忆起当时情景，中国国家版本馆

馆长刘成勇记忆犹新：“习近平总书记

对我们说，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文明

大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总书记对历史

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承念兹在兹、关怀

备至，体现出深厚的文化情怀。”

在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汉藏

蒙满四种文字大藏经雕版历经数百年

变迁，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四库全

书》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古

籍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生动呈现《四

库全书》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缓缓走进库架深处，

仔细观摩珍贵文物，感受着古老文明传

承至今的气息和底蕴：“走一下，体会一

下。这些雕版、典籍，蕴含着中华民族

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蕴含着生生不息

的力量。”

走出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地说：“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藏，就

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

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

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

下去。盛世修文，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意

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考 察 第 二 天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出 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

大精深”，发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

代华章”的号召。

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走进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华堂南广

场，巍然矗立的寿山石印章上镌刻着

“赓续文脉”四个大字，宣示着这座新时

代国家文化殿堂的职责使命。

根深者叶茂，源浚者流长。

建馆以来，国家版本馆面向基层、

面向民间、面向海外，广泛征集各类版

本，同步建设国家版本数字资源总库，

努力实现中华文明种子基因的数字化

保藏和传承。截至目前，典藏版本资

源 3400 多 万 册/件 ，数 字 资 源 近 1PB。

与此同时，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新技术，不断创新丰富版本展览展示

的形式内容，努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活起来。

“版本承载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

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信

证。我们要以赤子之心守护好文明根

脉，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更好担负

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刘成勇说。

（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记 者

史竞男）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贺兰黛色青，塞上云天阔。

地处中国大陆版图几何中心的宁

夏，发展热潮涌动。

今年一季度，宁夏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 6%，增速位列全国第五，这是宁夏连

续 11个季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起势有

力的宁夏跑出“加速度”：重大项目满弓劲

发、文旅融合创新出圈、特色产业奋楫扬

帆、闽宁协作共促振兴……“塞上江南”正

展现出向上、向好、向新的发展景象。

聚人气：文旅引流激发
新活力

“来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近年来，

集黄河之灵秀、大漠之雄浑、高山之壮美

于一体的宁夏，成为国内长线游热门目

的地。携程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宁

夏旅游订单同比增长 17%、机票订单增

长 21%，接续“五一”假期的火热。

在宁夏银川市，“滚钟口日出之约”和

“览山落日大合唱”成为许多游客必打卡

的网红项目。在贺兰山巅，观云海翻涌，

看绝美日出；在览山公园，览湖光山色，赏

落日晚霞，与舞台乐队激情大合唱。现场

视频频频登上网络热搜，不少人感叹：“没

想到，原来你是这样的宁夏！”

“当前旅游不再是单纯的景观消费，

游客更期待场景体验和情感共鸣，这两

年来，我们精心策划一系列活动，让老景

区焕发新活力。”银川文旅集团董事长张

帅说，去年“滚钟口日出之约”推出后，已

累计吸引 10 万人次参与；览山公园引入

演唱会等文化活动后，人气猛增，今年

“五一”假期就迎来 30 万人次客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日出日落”催

生“浪漫经济”，“沙漠+星空”让宁夏“星

星的故乡”文旅 IP 火爆出圈，通过文旅融

合创新实践，“塞上江南”的山水画卷变

为人们可观、可感、可游的诗意栖息地。

夜幕降临，“漫葡·看见贺兰”沉浸式演

艺小镇的夜游大戏开启。在羯鼓羌笛声中

聆听万年前贺兰山岩画的“自白”，在《贺兰

山盛典》史诗大剧中置身“历史现场”，在

“花儿”“坐唱”等宁夏传统艺术中领略西

北 文 化 的 魅 力 ，与 上 百 位 非 玩 家 角 色

（NPC）互动……在这里，一步一景皆穿越。

开业短短两年，这座小镇已成为宁夏

文旅新晋“顶流”，累计接待游客 218万余

人次，营收 2.6 亿元。“我们深度融合历史

场景、非遗技艺与当代艺术表达，不断创

新演艺产品，从今年‘五一’假期开始，每

日总演出时长从 4 小时增加到了 7 小时，

拉长夜游消费链。”“漫葡·看见贺兰”沉浸

式演艺小镇决策委员会主任杨涛说。

“活化”历史文化资源，释放文旅消费

动能。戴着虚拟现实（VR）眼镜，“走进”

数字化复原的神秘西夏陵地宫；化身考古

探险家，在水洞沟遗址探索史前文明；爬

上六盘山，在沉浸式实景演出中感受红军

长征的苦难辉煌……一系列新产品、新业

态、新场景，持续吸引着全国游客。

“人气流量”变“经济增量”。2024

年，宁夏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8124 万余人

次，游客旅游花费 766 亿余元，同比分别

增长 16%和 17.65%。携程数据显示，今

年“五一”期间，宁夏景区门票销售额同

比激增超过一倍。

拓市场：特色产业打开
新局面

今年 1 到 4 月，宁夏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其中制造业贡

献突出。

中国煤科宁夏天地奔牛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是一家重型刮板输送机供应商。

走进公司生产车间，只见一派热火朝天

的生产景象。“当前我们正在满负荷生

产，订单已排到 10 月了。”天地奔牛副总

经理石涛欣喜地说，“十四五”以来，公司

年度新签订合同额从 30 亿元增长到近

50 亿元，一年一个台阶。

“这离不开公司一直以来对研发的

重视。”石涛说，近年来，公司建成多个国

家级、省部级创新平台，在煤机装备性能

方面实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引领产品

迭代升级，核心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

超过 55%，还出口到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

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力量。近年来，宁夏以科技创新引领特

色优势产业升级，加快创新主体培育。

2024 年 ，全 区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突 破

700 家，三年翻了一番。全球最快高铁

用上“宁夏造联系枕梁”、长征火箭用上

“宁夏煤制油”……一个个行业“单项冠

军”在全国市场浪潮中奋楫争先。

向“新”而行，因“特”而兴。贺兰山

东麓，留世酒庄内一派忙碌景象，5800

多瓶葡萄酒即将发往法国巴黎。“不久前

刚追加的订单，为了赶法国 7 月国庆活

动。”留世酒庄运营总监郭晓恒说，自酒

庄 3 年前登陆法国市场，订单持续不断。

宁夏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

片产区，近年来，宁夏葡萄酒以国际市场

为 突 破 口 实 现 逆 势 增 长 。 数 据 显 示 ，

2024 年宁夏葡萄酒出口额 1375 余万元，

同比增长约 42%。

“我们助力企业参加境外专业葡萄

酒展览会，高频次组团亮相进博会、消博

会等国家级展会，精准对接目标客户群

体。”宁夏商务厅副厅长庞子杰说。目

前，宁夏已培育出 30 家知名葡萄酒进出

口企业，产品出口到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

路子。宁夏确定了葡萄酒、枸杞、牛奶等

“六特”产业，精耕细作、持续发展。目

前，宁夏葡萄酒酒庄酒、枸杞深加工产品

产量保持全国首位，生鲜乳产量占全国

市场 10%左右，一批“宁字号”农产品“出

海”又“出圈”。

乘“数”而飞，蓄能未来。当前，宁夏

努力将数字经济打造为高质量发展“第

一增长极”，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枢纽节点宁夏枢纽建设，2025 年

数字经济规模计划达到 2200 亿元。

腾讯、中国电信等25个数据中心项目

加速落地；建成全国首个万卡级智算基地；

形成标准机架 14.2万架，智算算卡 11.6万

张，算力规模约 7.4万 P，智算规模全国第

三……算力基础设施“底座”不断夯实。

共奋进：闽宁协作展现
新面貌

统筹推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闽宁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典范。作

为闽宁协作的生动例证，闽宁镇去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 1.9 万元。携手近 30 年

的闽宁“山海情”，精彩“续集”还在上演。

在闽宁镇，闽宁协作的最新成果——

闽宁产业园正在火热建设中。“去年开始

招商，有 18 家企业入驻。原本打算用 4

到 5 年时间把园区填满，现在已经完成

50%了，比我预期要快得多！”宁夏闽宁

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雄，望

着一栋栋新厂房，满脸兴奋。

产业园引来“归巢燕”。在闽宁镇福

宁村长大的“90 后”马靖东，大学毕业后

在西安创业，公司年产值达到 2 亿元。

不久前，他在闽宁产业园摘取 50 亩地，

计划把公司研发生产的无人机组装项目

落地家乡。“年底就能投产，我想为建设

家乡出一份力。”

产业振兴一直是闽宁协作的重中之

重。近年来，闽宁两地加强产业合作、优

势 互 补 ，深 化 拓 展“福 建 企 业 +宁 夏 资

源”“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等合作模式，

完善产业对接“传送带”。去年，宁夏 12

个闽宁产业园新入驻企业 154 家。

人才是协作的“活水源泉”，健全双

向挂职锻炼机制、选派专业科技人才、擦

亮劳务协作“金字招牌”……闽宁两地强

化人才交融，为宁夏乡村振兴培养人才

力量，不断增强自我“造血”能力。

33 岁的宁夏小伙子母得余，2021 年

从闽宁共建的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毕业

后，定向进入福建飞毛腿集团就业。得

知公司在家乡建厂后，去年他从福州回

到家乡，凭借熟练的技术，担任车间制造

部组长。“相同的工作回家也能干了，交

完五险每个月到手 5000 多元。”

如 今 ，宁 夏 的 闽 籍 企 业 和 商 户 近

7000 家 、安 置 当 地 劳 动 力 就 业 10 万 多

人，5 万多名宁夏人在福建创业就业、年

均创收超过 10 亿元，闽宁协作从单向的

扶贫解困发展，已迈入经济合作、产业对

接、商贸往来相融合的互利共赢新阶段。

山海不为远，携手向未来。在奋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塞上大地“山

海协奏曲”激越动人。

（新华社银川 6 月 2 日电 记 者

刘紫凌、张宋红、马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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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月 1 日电 （记者谢

希瑶）记者 1 日从商务部获悉，截至 5 月

31 日，2025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 5 大品类

合计带动销售额 1.1 万亿元，发放直达消

费者的补贴约 1.75 亿份。

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达

412 万份；4986.3 万名消费者购买 12 大

类家电产品 7761.8 万台；5352.9 万名消

费者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 5662.9 万件；

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 650 万辆；家装厨

卫“焕新”5762.6 万单。

据介绍，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力带动

消费持续回升向好。2025 年 1 至 4 月，

全 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4.7%。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突破1万亿元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西堡镇东花园村的百

亩露天蔬菜基地，当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钟光言正和员工查看蔬菜长势。“有了今年的水肥

一体化项目，菜薹长势不错，第一批菜薹已采收上

市。”钟光言说。

早年在外打拼的钟光言曾是一名物流工人，在

运送蔬菜过程中，他了解到高原冷凉蔬菜潜力大，

在市场上广受欢迎。随后，他在气候适宜的西堡镇

承包几亩地，试种菜薹成功后，便决心回到家乡专

门做蔬菜种植产业。

“西宁冷凉蔬菜产业依托独特的高原气候，有

昼夜温差大、日照足、病虫害少等优势，产出的蔬菜

品质较高，还可满足市场季节性需求。”西宁市湟中

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李玉成介绍，湟中区靠

近西宁市区，气候适宜，种植冷凉蔬菜已成为当地

特色产业，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新引擎。

2024 年，西宁市获“国家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区”

称号，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内涵，西宁市相关部门推

进农业技术革新，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种植技术对

冷凉区特有的农作物进行品种改良和质量控制，提

高产量与耐寒抗旱能力，扩大生产规模。

“以前浇水施肥全凭经验，现在水肥通过滴灌

管道可直接输送到菜地，省力又高效。”在西宁市湟

中区拦隆口镇班仲营村，青海长青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汉喜梅说，政府这些年对农业扶持力度

很大，不仅有技术培训，还有提升设施农业的相关

政策，“高原冷凉蔬菜品牌打响后，我们更有信心

了！”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露地

蔬菜水肥一体化项目的推广实施，以及设施温棚轻

简化建造、节水微喷滴灌等新技术的应用，推动全

省冷凉蔬菜产业“升级换代”，青海先后建成百亩千

亩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312 个，蔬菜标准园（生产

基地）163 个。

青海冷凉蔬菜产业的发展逐渐让当地“冷资源”优势转化为“热产业”竞争力。

2024 年，青海省蔬菜播种面积约 66 万亩，产量超 160 万吨，年调出反季节蔬菜达 70

万吨以上，经海关备案的出口蔬菜基地面积 5.7 万亩，冷凉蔬菜出口超过 2000 吨。

（据新华社西宁6月 2日电 记者张子琪、王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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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 日电 （记 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 司 获 悉 ，2 日 ，全 国 铁 路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1790 万 人 次 ，计 划 加 开 旅 客 列

车 1279 列 。 6 月 1 日 ，全 国 铁 路 发 送

旅客 1190.2 万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

稳有序。

从 铁 路 12306 车 票 预 售 情 况 看 ，

2 日 热 门 出 发 城 市 主 要 有 北 京 、成

都、广州、南京、杭州、上海、郑州、武

汉 、西 安 、重 庆 ；热 门 到 达 城 市 主 要

有 北 京 、上 海 、广 州 、成 都 、武 汉 、杭

州 、郑 州 、深 圳 、西 安 、南 京 ；南 宁 至

广 州 、沈 阳 至 北 京 、成 都 至 西 安 、西

安 至 成 都 、长 沙 至 武 汉 、郑 州 至 北

京 、呼 和 浩 特 至 北 京 、北 京 至 上 海 、

太 原 至 北 京 、济 南 至 北 京 等 热 门 区

间客流较为集中。

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

高 峰 ，增 加 运 力 投 放 ，加 大 服 务 保 障

力 度 ，服 务 旅 客 平 安 便 捷 温 馨 出 行 。

国 铁 太 原 局 集 团 公 司 增 开 吕 梁 至 大

同旅客列车，方便吕梁革命老区和晋

北城市间旅客假日出行；国铁上海局

集 团 公 司 联 合 当 地 文 旅 部 门 在 芜 湖

站 举 办 文 艺 表 演 ，鼓 舞 、川 剧 变 脸 等

节目将节日气氛推向高潮；国铁成都

局 集 团 公 司 成 都 动 车 段 安 排 动 车 组

错峰检修，加大假期期间夜间检修生

产投入，为白天的旅客运输释放全部

运能；国铁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协调

市政交通部门加密公交班次，设置网

约 车 候 车 区 ，畅 通 旅 客 出 行“ 最 后 一

公里”。

上图：6 月 2 日，旅客在江苏无锡

火车站上下车。 新华社发

铁路部门保障端午假期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6月 1日，垦利 10-2油田开发项

目（一期）最后一个平台组块在天津

装船，将赴渤海南部海域进入海上

安装和联调阶段。图为当日拍摄的

垦利 10-2 油田开发项目（一期）平

台装船作业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