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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日至7月 14日，2024年欧
洲足球锦标赛（以下简称“欧洲杯”）将
在德国激情上演，作为今年国际足坛
的重头戏，广大球迷们摩拳擦掌，期待
能为喜爱的球队加油助威，也有球迷
朋友希望通过购买竞猜型彩票获得一
份参与感。然而正是这样的时候，我
们更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参与赛事竞
猜，在享受欧洲杯带来的乐趣同时，也
为国家体育事业和公益事业做出一份
贡献。

因为竞猜爱上体育
竞猜型彩票的出现要追溯到2001

年，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首次打进世界
杯决赛圈的当月，中国足球彩票诞生
了，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实现全国联网发
行竞猜型体育彩票。2009年，固定返

奖的单场竞猜游戏——“竞彩”问世，竞
猜游戏自此开始不断演化，满足购彩者
在娱乐体验上的多样化需求。

在全民健身和体育强国战略的背
景下，竞猜游戏已超越单纯的娱乐属
性，成为推动体育爱好者积极参与体育
文化活动的桥梁。参与赛事竞猜，要求
购彩者对体育比赛有更深入的了解，能
够感受到分析和思考带来的乐趣。不
少球迷在参与竞猜的过程中，既享受了
快乐，又为体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
的一份力量，实现了自我价值。

作为以体育赛事为媒介的彩票游
戏，竞猜游戏持续推动社会公众关注体
育、参与体育，让一些原本对体育不甚
了解的人有机会接触体育，进而参与到
体育运动中来。发行竞猜型体育彩票
既吸引了体育迷参与赛事竞猜，同时也

培养了大众关注体育、参与体育的兴
趣。通过购买竞猜型彩票，使公众进一
步了解和支持体育事业，熟悉运动项目
的竞赛规则，起到了宣传体育文化、培
养大众运动兴趣的作用。

理性购彩快乐常伴
赛事竞猜能够给购彩者带来乐趣，

但也要注意理性、健康和适度地参与。
国家发行体育彩票的初衷是为体育事
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筹集公益金。作为
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始终把责
任先导放在优先战略地位，向全社会传
递责任担当、理性购彩的意识理念。
2020年10月，国家财政部和体育总局
联合发布《进一步调整单场竞猜游戏规
则有关事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竞
彩游戏单票购买金额不得超过 6000

元；竞彩游戏单日单台终端机实行限额
销售；单人单日累计投注金额超过1万
元（不含）的，购彩者须预约和实名登
记。

体彩在日常宣传和销售培训中，
也不断向广大民众和体彩从业者传递
责任彩票理念，倡导理性购彩。无论
是通过发放责任彩票公众手册、理性
购彩宣传页、未成年人购彩风险提示
单等宣传品，还是向大众讲解非理性
购彩的风险，都是为购彩者的权益保
驾护航，着力营造“多人少买”的健康
购彩环境。

随着欧洲杯日益临近，全国多地
体彩专题开展了欧洲杯合规销售专项
培训，并与体彩代销者进行座谈，强调
了体彩销售的管理要求，强化了代销者
的责任彩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一

些代销者还签订了《欧洲杯合规销售承
诺书》，纷纷表示会努力做好理性购彩
引导，为购彩者提供一个健康快乐的购
彩环境。

合规购彩参与公益
每当大赛来临之时，参与赛事竞猜

不仅要有理性冷静的心态，还应当确认
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购买彩票，避免陷
入非法赌博和非法彩票的陷阱，并且也
要警惕各种诈骗套路。

目前，国家不允许擅自利用互联网
销售彩票，更没有推出任何线上售彩的
网站或手机App。参与欧洲杯足球赛
事竞猜的合法途径，是到线下的体彩实
体店购买。若您单人单日竞彩购彩金
额超过1万元（不含）时，须如实预约及
实名登记，务必确认身份信息准确。您

在体彩实体店购买的每一张竞彩游戏
彩票，都将有21%的资金纳入彩票公益
金，将被广泛用于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
事业。

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
国体育彩票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
8200亿元。彩票公益金除被用于支持
体育事业外，还被广泛用于补充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乡村振兴、教育助学、医疗
救助、法律援助、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
业等民生领域。竞猜游戏作为中国体
育彩票筹集公益金的重要来源，一直在
为国家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乐享竞猜，理性购彩。精彩纷呈的
欧洲杯即将拉开帷幕，让我们相约一起
看球，一起为喜爱的球队喝彩。

（乐彩）
广告

乐享竞猜 理性购彩
——中国体育彩票与您相约欧洲杯

6月12日，观众在交易会上参观
超声治疗机器人。

当日，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
进出口交易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正式
开幕。本届交易会秉承“创新驱动发
展、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贸易”理
念，设置主题馆、能源低碳技术、数字技
术、生物医药技术、创新生态及服务五
大展区，总展出面积为3.5万平方米，
汇聚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
19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近
千家。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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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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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跌至去年以来新低

事实上，早在去年2月，国内牛
肉价格就开始走低。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2月
份，牛肉价格由1月份同比上涨0.9%
转为下降1%。自此，牛肉价格“一蹶
不振”，同比降幅整体呈逐月扩大之
势。

从批发市场看，农业农村部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6月11日，全国农产
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为60.76元/
公斤，较今年1月1日的71.46元/公
斤下降了15%。

记者实地走访多地商铺、批发市
场了解到，牛肉价格大多有不同程度
下降，有的地方甚至逼近猪肉价格。

“最近牛肉批发价是近年来最便
宜的，每斤在30至 32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8元左右。”在湖南长沙红星
全球农产品批发中心，从事牛肉批发
近20年的商户傅圣龙说。

多地商超开展形式多样的促销
活动。“年初卖40多元一斤的牛肉，
现在降了10元左右。”北京牛街清真
食品超市售货员金女士说。

一些商户告诉记者，按照往年市
场行情，节假日期间，牛肉价格会小
幅上涨，但今年“五一”、端午假期期
间，牛肉价格均未抬升。

不过，记者走访也发现，部分高
端品牌牛肉价格未出现大幅波动。

“我们卖的是山东鲁西黄牛，肉
质较好，市场认可度高，很多客户
专门来店里买。”北京鲁润牛羊肉
直营店销售员胡先生说，当前客源
基本稳定，定价不会受到太大影
响。

另外，与动辄超10%的牛肉价格
降幅相比，牛肉熟食、牛肉干等包装
肉制品价格跌幅相对不明显。安徽
的孙先生一直在某电商平台选购牛
肉制品，他告诉记者，年初至今，常买
的牛肉熟食每斤只降了2元左右，牛
肉干价格基本也没变。

对此，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出于
分摊前期成本、维护品牌形象等方
面考虑，包装肉制品价格相对稳
定。在一定时期内，商家很少会大
幅调整标价，但多会采取促销方式
向消费者让利，相应产品价格会有
小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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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周楠 吴剑锋）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近期牛肉价格为何持续下跌？

■ 新华社记者 黄垚

近期，北方高温持续发展，南方强降雨不
断。进入夏季，天气仿佛变得更加剧烈。今年夏
天极端高温和降水会不会更加频繁？气候形势
到底如何？

据国家气候中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研究
员翟建青介绍，6月9日以来华北东南部、黄淮等
地出现高温天气过程，河北、山东、天津等地共
有42个国家气象站达到极端高温阈值，86个国
家气象站日最高气温超过40℃，高温影响面积
约50万平方公里，影响人口约2.9亿人。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我国高温天
气呈现出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累计日
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的特点。”
国家气候中心服务室副主任李修仓说。

数据显示，全国区域高温天气过程首次发生
时间以每10年2.5天的速率在提前。1981年至
1990年，每年高温天气过程平均最早发生在6
月24日，2023年则提前到了5月28日，比常年
偏早16天。同时，全国区域高温过程累计日数
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10年增加4.8天，高温
的平均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

为何高温越来越强烈？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表示，全球

变暖的气候背景下，平均温度升高，高温天气也
趋于频繁，极端高温事件增多增强或已成为新常
态。此外，自2023年5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
已趋于结束，但其滞后影响仍将持续，并且大概
率在2024年夏季转变成拉尼娜事件。厄尔尼
诺/拉尼娜事件通过海气相互作用影响全球大气
环流，并导致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气候异
常。

而阶段性大气环流异常是区域高温天气形
成的直接原因，我国东部地区高温主要受到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和西风带暖高压共同影响。在
暖高压控制的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晴朗少
云，不易成云致雨，太阳辐射强，近地面加热强
烈，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的条件下，
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今年夏季我国高温天气是否会更加突出？
“今年夏季高温过程多，持续的高温天气频

繁，预计长江流域的高温强度低于2022年。”郑
志海说，今年高温天气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特
征，6月主要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日数多、强
度强，盛夏（7月至8月）则主要在江南、华南等
地。

今年4月华南前汛期开启后，发生多次强降
水过程，华南区域4月4日至6月11日累计降水
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最多。当前，我国已全面
进入汛期，夏季降水是否会持续偏多？

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6月至8
月）我国气候状况总体偏差，涝重于旱，东部季
风区降水总体偏多，区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明
显，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局地发生极端性强
降水的可能性较大。

专家表示，今夏气候受到赤道中东太平洋由
厄尔尼诺向拉尼娜转换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偏强，副高外围水汽输送条件好，东部季风区
降水总体偏多的可能性大。此外，我国气候异常
还会受到其他海区（如印度洋、大西洋等）海温
变化，以及积雪、极冰等其他因素影响，这些因
素在未来夏季的演变及其气候影响仍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频发，翟建青建议相关部
门做好高温中暑防御及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针
对独居老人、长期慢性病患者、降温设施不足的
低收入家庭和户外作业人员。同时加强科学调
度，保障生活生产用电，确保人畜饮用水和生产
用水等。此外，6月13日起南方将出现新一轮
暴雨，降雨区域和前期高度重叠，专家提醒要警
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高温频繁
降水偏多

——专家详解气候变化下的夏季气候形势

新华社杭州6月12日电（记者
顾小立）记者从12日召开的浙江省历
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浙江将坚持文化传
承与产业提升并重，推动历史经典产
业焕发新活力、塑造新辉煌，加快打造
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浙江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詹

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历史经典产
业，是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凝聚人民
聪明才智、蕴含深厚文化底蕴的产
业，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应当通过引导支持历史经典
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保护技艺、传承文化、创新模式、发
展产业、促进共富。

詹敏介绍，2024年6月，浙江出台

《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
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以下简称
《若干政策举措》）和《浙江省历史经典
产业传承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以下简
称《行动方案》）。《若干政策举措》主要
以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为主，从3个方
面提出了18条具体举措；《行动方案》
主要以具体举措和任务分工为主，从
原料供给、创新引领、主体培育、融合

发展、人才接续、交流合作、宣传推广
等方面提出了20项工作举措。

据了解，两个文件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突出保护、传承、创新、
发展、推广“五个关键词”。例如，《若
干政策举措》明确，对认定为“中华老
字号”“浙江老字号”的品牌及相关主
体企业，鼓励各地给予政策支持。《行
动方案》提出，建立传统工艺振兴目

录，支持申报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实施数智赋能工程，推进“茶产业大
脑+未来茶场”“浙产好药”数字化服
务平台等建设等。

在《若干政策举措》和《行动方
案》之外，下一步浙江还将分类别制
定细分方案，构建“1+1+N”政策体
系，通过“一业一策”“一域一策”打造
全方位、全要素、全产业链支持体系。

浙江出台政策推进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