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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不紊开展春耕备耕，真招
实招提振消费，多措并举推动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多个重
大项目……今年3月以来，全国各地
真抓实干、凝心聚力，扎实推动高质
量发展，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

观察之一：不负农时春耕忙

南国春来，布谷声声催早耕。
在广西贵港市益农水稻智慧农场，
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正按照设定路线
行驶在农田中，为水稻插秧平整田
块。“农场已经形成水稻耕、种、管、
收环节全程无人化、智慧化生产新
模式。”农场负责人李付生说。

无人机新技术推广，工厂化集
中育秧，旋耕机等机械化作业……

“科技+农业”成为今年多地春耕的
关键词。随着数字化、智能化新技
术越来越多应用在农业领域，科技
正助力多地农业生产“升级”。

“我们现在开始注水了！”在黑
龙江庆安的久宏水稻种植科技示范
园区智能化浸种催芽车间，一批批
包衣后的水稻种子装箱码垛，汩汩
清流被注入浸种箱中。在水温精准
调控下，一粒粒种子萌发生芽、茁壮
成长。

“我们正抢抓时机，争取整个生
产季能够完成浸种催芽 5000 吨。”
庆安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郭
德全说，庆安县的浸种催芽工作已
全面铺开，芽种将陆续出箱并交到
农户手中。

3 月以来，多地多部门抢抓农
时，扎实推进农业生产：围绕耕种管
收等关键环节，农业农村部组织专
家指导组、产业专家服务团和科技
小分队，蹲点包片开展巡回指导和
技术服务；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提
早行动，积极采购、调运化肥，保障
春耕用肥需要；山西运城夹马口灌
区加大供水力度，让小麦喝饱“返
青”水……

【记者观察】万象“耕”新不负
春。多地积极储备农资、旋耕翻地、

播种施肥，新生产模式正加快打造
农业新质生产力，特色农业蓬勃发
展，春耕田间的“科技范儿”越来越
足。春回日暖，丰收可期。

观察之二：精准发力扩消费

3月，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近百
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金色花海
在山峦间绵延不断。亲花步道、观
光小火车穿越花田，帐篷酒店、花海
咖啡等新业态错落分布。

今年春天，罗平县举办了花海
马拉松赛、花海山地自行车赛、花海
民歌展演等 20 余项活动。进入油
菜花期以来，罗平县已接待游客135
万人次，预计一季度旅游总收入将
突破20亿元。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
费券、托育券，推进养老服务“爱心
卡”拓面……3月16日，浙江发布大
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重点从居民增收、居民减负等方
面出台了29条举措。

着力破除堵点难点痛点，各地
各部门加大政策力度，努力让老百
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
更强。中办、国办近日印发《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方案》；市场监管总局等
5部门联合印发《优化消费环境三年
行动方案（2025—2027 年）》；加快
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商品服务、要
素资源自由流动……

在 四 川 成 都 ，“ 乐 享 精 彩 赛
事 寻味中华美食”活动日前启
动，着力打造一系列体育消费新场
景；辽宁鞍山市启动春季促消费系
列活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
题街区着力打造“日游花境”与“夜
探谜局”的全时段消费场景，入春
以来日均吸引游客约 6000 人次
……各地因地制宜，在增强消费能
力、创新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出一系
列 举 措 ，进 一 步 释 放 消 费 增 长
潜能。

【记者观察】连日来，多地推出
可落地、群众有实感的增量政策，全
方位扩大商品和服务消费，在供需

两端综合发力，统筹促消费和惠民
生。随着一系列针对性准、操作性
强的政策落地见效，消费提振畅通
经济循环、消费升级引领产业升级
的良性循环未来可期。

观察之三：民营企业向“新”发展

近日，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制造的数十台工业人
形机器人 Walker S1 作为“分拣
员”“装配员”，在极氪5G智慧工厂

“上班”。
“人形机器人在智能制造产业

的落地应用已成为科技竞争的新高
地。企业正在加快人形机器人在汽
车、3C等制造业重点领域拓展场景
应用。”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
主席周剑说。

瞄准创新发展，越来越多民营
企业正加快提升含“新”量，在新领
域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在山西，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税务局建立“政策推送—精准辅导
—跟踪问效”全链条服务机制，帮助
当地科技型民营企业更好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红利。“税费优惠
政策让我们有更多资金进行研发投
入。今年我们将新增3条智能化生
产线，进一步提高企业智能生产自
动化水平。”运城其龙新材料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聪说。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谋新策出
实招：浙江发布关于严格规范涉企
行政检查的实施意见，杜绝运动式
检查、变相检查、任性检查；江苏支
持民营行业骨干企业联合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组建创
新联合体；安徽通过建立省市县三
级协调机制、创新数据化服务模式
等举措，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

【记者观察】锚定创新发展，越
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未
来产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不断增添
经济发展新动能。各地各部门要呵
护好民营企业发展的激情、创新的

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观察之四：重大项目“加速跑”

3 月的天山深处，世界最长高
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的
洞内，建设者们正在为隧道内部进
行“精装修”，为G0711 线乌鲁木齐
至 尉 犁 高 速 公 路 的 通 车 做 最 后
准备。

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苗宝栋介绍，预计 2025
年底前，乌尉高速全线具备通车条
件，新疆高速公路网将添一条穿越
天山的“交通动脉”。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多地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为经济发展注
入更多动能。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红原县，红原安曲一期光伏项目正
抓紧建设。“项目全容量并网后，预
计年发电量可满足21万户家庭年用
电需求，每年减排二氧化碳40万吨，
带动地方基础设施提升和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项目承建方中建二局项
目经理肖利说。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
手。3月以来，一批重大项目加紧布
局、开工：重庆市举行2025年第二批
重大项目开工暨投产活动，涉及现
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现代集疏运体
系、枢纽港产业园等领域；2025上海
全球投资促进大会举行，前瞻布局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
业链；河南一批50亿元以上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20亿元以上竣工项目
集中投产……

【记者观察】从新型基础设施到
现代化产业园，从大科学装置到公
共服务保障，重大项目成为各地扩
大内需、推动有效投资的关键抓
手。各地要发挥好各类政府投资工
具作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为高质
量发展积蓄更多动能。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春 潮 涌 动 奋 楫 行
——3月全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观察

新华社记者

3月30日，全国民航开始执行2025年夏秋航季航班计
划。持续至10月25日的新航季，20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
划每周安排定期客货运航班超12万班。随着县域游、跨境
游不断升温，新航季民航运输迎来哪些新变化？

运力投放更加充足

新航季，国航计划执飞462条航线，通航45个国家和
地区，覆盖境内外198个城市；南航集团计划执行超62万
个航班，航线数量超940条；东航计划投入超800架客机，
日均执行近3200个航班……

据中国民航局统计，新航季共有209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
每周安排定期客货运航班12.3万班，比上一夏秋航季增长1%。

夏秋航季是旅游出行旺季，各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
足旅客多种出行需求，“新开航线”“加密航班”成为关键词。

南航运力网络部航班计划室经理步然介绍，新航季南
航新开北京大兴至荆州、哈尔滨至南京、郑州至喀什等航
线，加密广州往返喀什、义乌、徐州，北京大兴往返大连、义
乌、合肥，乌鲁木齐往返上海虹桥、昆明等航线航班。

不少航空公司通过增加航班频次、优化时刻分布，为
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新航季我们不仅优化了北京、天津往返福建的航班
时刻，打造日间高频、快线化的时刻布局，还加密了往返西
南地区的航线密度，让旅客出行更便捷。”厦航华北营销中
心市场销售处副经理王东说。

随着国产客机机队不断壮大，C919、C909客机将在更
多航线精彩亮相，丰富运力供给。

新航季，国航C919客机将在上海虹桥、成都双流、杭
州、重庆、武汉、温州6个航点运营，东航C919客机将新开
上海虹桥至沈阳、西安至广州航线，南航C909客机将在广
州、揭阳、武汉、天津、厦门等航点执飞超50条航线，更多
旅客将享受到国产客机带来的美好飞行体验。

航线网络更加完善

今年1月份以来，支线机场客流增长明显，新疆且末、
哈密等中小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翻倍。“多家航空公司通
过新开中小机场航线，进一步完善干线、支线网络布局，提
升区域通达性。”航旅纵横行业发展部总经理赵楠说。

民航局数据显示，新航季38家航空公司计划新开640
条国内独飞客运航线，主要为新疆、内蒙古、贵州、四川、云
南等旅游目的地支线机场与重庆、贵阳、长沙、西安、天津
等枢纽机场间的干支衔接航线和支线航线。

以主营支线航班的华夏航空为例，新航季华夏航空新
增巴彦淖尔、巴中、布尔津、金昌、秦皇岛等地进出港航班，
新开喀什经克拉玛依至阿勒泰、库尔勒经富蕴至布尔津等
71条航线。“这些航线将串联更多中小城市，让航空服务惠
及更多人口。”华夏航空营销委员会主任谢小川说。

国际航班持续增加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容，跨境游持续升温。从航班计划看，新
航季国际航班继续增加，架起更多“空中桥梁”。

新航季，国航新开北京首都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多伦多、开罗等航线，国
际及地区航班量较上一夏秋航季增加13%；南航新开广州至名古屋、北京大
兴至利雅得等航线，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将超过200条；海航新开重庆至大
阪、曼谷等航线，国际航线通达30余个国家及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联合航空、阿联酋航空、越南航空等外国航空公司也将
新开或复航更多中国航线，便利人员往来。

截至目前，民航局已批复新航季193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每周22946班定
期客货运航班计划，比上一夏秋航季增长33%，涉及78个境外国家，包括57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内航空市场方面，民航局将聚焦航旅
融合发展需求，深挖市场潜力，扩大航空运输市场需求，引导航空公司差异
化布局运力，强化枢纽机场和骨干网支撑作用，扩大支线机场和基础网服务
范围，更好服务群众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际航空市场方面，这位负责人表示，民航局将推动国际客运航班有序
增加，巩固传统航空运输市场，积极引导和支持航空公司布局新兴市场，不断
拓展和完善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航线网络。（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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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耳朵”丈夫与“辣妹子”妻子
趣味互动，姑嫂之间真情互助，街坊
邻里“龙门阵”诙谐幽默……近日，
一部四川方言微短剧《家里家外》在
全网掀起追剧热潮，3 天观看量破
10亿。这部仅拍摄 17天的微短剧
将20世纪 90年代川渝市井生活的
幽默与温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有网
友评论：“这才是真正的家庭生活，
笑着笑着就哭了。”

近日，在成都举行的第十二届
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发布的《中国
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
示，截至2024年 12月，我国微短剧
的用户规模达 6.62 亿人，使用率为
59.7%，微短剧独立应用的人均单日
使用时长达 101 分钟，已经追平即
时通讯。

3 月 28 日，“千行百业入‘剧’
来：微短剧产业生态与艺术创新论
坛”上，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微短剧委
员会副会长赵晖指出,当前我国微

短剧行业，从题材上看，轻喜剧、悬
疑、情感类内容占据主流；从产业生
态看，平台、制作方、品牌方跨界联
动日益紧密，衍生出“微短剧+电商”

“微短剧+文旅”等创新模式。
记者发现，当前传统影视中成

熟的武侠、刑侦、谍战等题材已逐步
渗透到微短剧中。重构叙事节奏，
适应竖屏审美，涌现出越来越多兼
具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微精品”。“精
品化是短剧行业升级蝶变的必由之
路。”抖音集团副总裁、总编辑张辅
评表示。

红果短剧总编辑乐力认为，当
前微短剧观众对低成本“无脑爽剧”
逐渐审美疲劳，需要行业进行更多
内容创新。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杨乘虎指出，短剧用户与长
剧用户并非割裂群体，短剧创作应
当立足生活场景，通过细腻的情感
表达和精准的社会观察，以小切口

呈现时代主题，实现热度与价值的
有机衔接。入选国家广电总局“跟
着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第六批推
荐剧目的《念哥餐厅》，就是通过生
活化叙事和质朴的乡村美学，为观
众呈现出真实可感的乡土中国的生
动画卷。

微短剧的轻量化制作和强传
播性，也使其成为文化传播和知
识普及的高效载体。2024 年 11
月 上 线 的 微 短 剧《重 回 永 乐 大
典》，聚焦图书馆古籍修复所学员
进入《永乐大典》修复项目组后的
工作经历，既展示了古籍修复的
精细技艺和独特魅力，也注重呈
现现代科技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
重要作用。

除了内容层面的创新，相关从
业者也在不断挖掘微短剧的社会价
值和经济价值，中国网络视听协会
发布的《2024微短剧行业生态洞察
报告》显示，2024年，微短剧行业直

接、间接带动 64.7 万个就业机会，
2025年就业人数将随市场规模继续
增长。

记者还注意到，当前微短剧已
突破单纯娱乐功能，通过“ 微短
剧+”模式向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等
多元领域延伸。以四川省射洪市龙
宝坝村为例，“农忙种地、农闲演戏”
已成为当地村民的新选项。去年 6
月以来，龙宝坝村共吸引80余个剧
组取景，创造1600余个灵活就业岗
位，带动“影视+旅游”产业链协同
发展。

谈及2025年微短剧行业发展趋
势，受访者不约而同提到“精细化”

“社会价值”“AI 技术驱动”等关键
词。随着观众对于微短剧的期待不
断提高，行业正加速从“野蛮生长”
向“精耕细作”转型，在内容创新、技
术应用和社会价值挖掘等方面迎来
全面升级。

（新华社成都3月30日电）

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我国微短剧行业逐步转型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王灏 张雅雯

4 月“星空舞台”的节目单新鲜
出炉了：北斗七星、春季大三角、狮
子座等春季星空的主角愈发显眼，
昴星团和木星伴月、月掩金牛座 β
星、火星和北河三伴月、水星西大
距、天琴座流星雨极大、金星和土星
伴月、银河之眼、金星最亮等天象将
依次“登台献演”。 （新华社发）

将
依
次
﹃
登
台
献
演
﹄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
市霍山县落儿岭镇，春日的风掠过草
木葳蕤的崖壁，峡谷中忽然迸发出轰
隆隆的爆炸声。仿真的战机从人们
头顶掠过，硝烟火光中，鹿吐石铺大
捷的壮烈场景震撼着上千名观众。

这是大型实景演出《大别山传
奇》的开场一幕。就在鹿吐石铺大捷
纪念碑百米开外，这场安徽在抗日战
争中歼敌最多的战役穿过岁月长河，
在舞台上鲜活上演。“炮火在眼前炸
裂，硫黄的灼热和激起的水雾扑面而
来，侵略者的刺刀扫过肩膀，我感觉
自己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年轻的
游客白欣语说着，眼里泛出了泪花。

“《大别山传奇》去年共演出了
600多场，吸引游客近90万人次。”
演出项目主办方六万情峡景区相关
负责人饶先耀介绍，“几乎每位来景
区游玩的游客都会购票观看。”

通过精心编排的舞台表演、实景
演出、密室剧本游戏等形式，将游客
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以互动
化、情感化、科技化的多维度表达方
式，让观众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近
年来，全国各地探索“演艺+文旅”的
沉浸式体验，让红色文化以更加生动
鲜活的姿态走进公众视野，激发人们
对红色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成为文旅
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在湖南韶山，《最忆韶山冲》大
型室内情景演出剧让红色文化得到
了更诗意的呈现。一首首耳熟能详
的诗词与红色歌曲联结为主线，100
余名专业舞蹈演员辅以声、光、电等
科技手段，把观众带入充满热血与
红色激情的年代。当全息投影技术
让长征途中的漫天飞雪再现，观众席
的年轻人随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
诗词浮现而开始大声吟诵，一位退休
的游客感慨：“红色基因有了传承。”

在陕西延安，沉浸式情景剧《再

回延安》中，伸展的红旗缓缓铺开、
轻轻落下，人们纷纷伸手触摸这铺
天盖地的“革命红”；在山东临沂的
红嫂故里沂南县，当地排演的沉浸
式山村剧场作品《沂蒙四季·红嫂》
中，一名名沂蒙妇女时而扛着门板
跌撞前行，时而将门板背在身上，带
观众重回孟良崮战役期间沂蒙妇女

“勇架火线桥”的场景之中。
革命先驱的身影在沉浸式的演

艺节目中变得可触、可感，传统红色
教育场馆里 “玻璃柜+讲解词”的
静态展示模式，正在被全新的文化
艺术性表达所替代，特别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年轻游客。

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霍山县诸
佛庵镇，安徽省首个以红色革命历
史为背景的沉浸式实景密室《红夜》
就受到了年轻游客的热烈欢迎。“密
室以安徽第一次民团起义诸佛庵起
义为背景，重点刻画革命英雄刘淠
西从发动起义、创建党组织到被捕
牺牲的历程。游客可以以革命者身
份，在刘家大宅、监狱等场景中完成
传递密信、破解密码等任务。”项目
开发负责人、诸佛庵镇人大主席符
煜介绍，“年轻的游客在密室之旅结
束之后，都会拿起手机搜索六霍起
义，主动去了解、去思考这段历史，
这正是红色文化的生命力。”

技术赋能让历史“破壁”，互动体
验让精神“入心”，年轻化表达让基因

“续脉”，红色文旅的这一波创新浪潮
点燃了地方文旅产业的新引擎。霍
山县文旅局副局长陈琳说：“这些创
新实践在地方文旅产业布局中取得
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霍
山县下一步还将把红色文旅资源与
戏剧节、音乐节、动漫节、滑雪节、文
体赛事等更多新场景结合起来，为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更多新
活力。”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演艺+文旅”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新华社记者 朱青 何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