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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在具有厚重美食文化底蕴的苏稽镇，每年“五

一”期间举办的“乐山味道”美食文化节不仅人气爆
棚，更是五湖四海的游客打卡乐山美食的“窗口”。

这些背后，得益于我市深入实施“产业强市、旅
游兴市”发展战略，在丰富消费活动、培育消费场景、
优化消费供给上频出“实招”“好招”。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融入全省“蜀里安逸”迎春
购物月，策划开展“嘉”味迎春·年货大集、冬季全域
联动惠民促销季等促销活动，拉动消费增长12亿
元。同时，通过聚焦大宗消费，策划中国（四川）国际
熊猫消费节乐山分会场、乐GO嘉州消费季等系列
活动，预计全年拉动消费增长40亿元以上。积极开
展“乐山味·乐山造”全国行等营销活动，组织本地知
名美食商家赴北京市、上海市等一线城市开展美食
推荐会，强化乐山美食品牌推广，持续营造“乐山好
吃”城市氛围。

在打造消费新场景方面，深挖本土文旅、美食、
特色文化等元素，打造时尚购物、乐山味道、历史文
化、康养旅游、运动休闲等消费场景。融合时尚潮流
与地方特色，建设具有区域辐射能力的核心商圈。
培育一批美食街区、美食集合地，打造美食消费地
标。加快发展户外运动、康养旅游产业，打造具有区
域影响力的养生休闲度假旅游地。培育养老、托育、
购物、餐饮、休闲、健康等多业态集聚的一刻钟便民
生活服务圈。

观察
用“舌尖”带动“脚尖”，让“流量”变

为“留量”

品味到了舌尖上的“麻”“辣”“烫”“鲜”，感受着
城市服务的温暖，不少游客发现，乐山吸引自己的还
有它独特的城市气质。

记者注意到，乐山不少美食门店在开发经营好
自身产品的同时，主动与周边其他品类的商家合
作。比如，食客在吃钵钵鸡的同时，旁边的豆腐脑、
冰粉也能同时上桌品尝；游客直接打包一只甜皮鸭
或者几盒跷脚牛肉底料，返程之后还能继续回味乐
山味道。总之，在刺激食客味蕾之余，乐山味道更像
一根引线，倏忽间点燃，“炸”开了乐山“美食+”发展
的多元空间。

“早在节前我们就做了充分准备，加强管理和服
务，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希望他们在张公桥吃
得舒心、顺心、开心。”据张公桥好吃街餐饮协会会长
范宗友介绍，清明小长假张公桥街区日均人流量达
到5万人次左右，游客打包带走的不仅是食品，更是
乐山味道的品牌文化。他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美食商家通过强化品牌与标准化运营，既迎合了消
费者需求变化，又传承了乐山美食文化。同时，通过
相关部门与商家、协会等多方联动，以创新为驱动，
抢抓营销节点，优化业务结构和创新服务模式，使乐
山美食以正逐步向大城市、核心区域持续渗透。

“真诚、好客、烟火气、上进、全市一条心……这
些都是乐山给互联网留下的城市印象。借用一句网
络名言就是，‘哪有什么一夜成名，有的更多是厚积
薄发’。乐山味道持续火热的背后，是主管部门、行
业协会、餐饮商家实实在在的努力。所谓的网红体
质，本质是不断去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主
动求新求变的事业追求。”某资深城市消费街区运营
人士同时提醒，一方面要在各种“卷”中追求“出圈”；
另一方面如何让“流量”变为“留量”，让消费场景在
非节假日也能常态化生存，避免“假日热而平时冷”，
是各大消费场景应当深究的命题。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
16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一季度，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0.14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1114.7万人次，同比增长28.5%，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一季度，铁路部
门发挥现代化铁路网优势，提升旅客运输能力，全
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486 列，同比增长
15.5%；加强春运和元旦小长假等客流高峰时段运
输组织，根据12306客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采
取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
加挂等方式，及时在热门地区、方向和时段增开旅
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春运旅客发
送量达4.8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一季度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突破10亿人次

4月10日拍摄的福鼎市
点头镇大坪村六妙白茶庄园
茶旅结合旅游休闲项目“中
国白茶谷”一角（无人机照
片）。

中国是茶的故乡，福建
是产茶大省。近年来，福建
茶业界持续开展茶文化、茶
产业、茶科技的探讨、交流和
研究，探索“三茶”统筹发展
的创新模式。目前正值福鼎
白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
茶等多种茶的开采季节。福
建茶产业正加速融入文旅、
餐饮、大健康等赛道，催生新
茶饮、茶美食、茶庄园等新产
品、新业态，展示新的茶文化
元素。如今，古老的中国茶
文化不断融入大众生活，迎
头赶上新时代“国潮”风。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记者 宋晨）记者16日从国家知
识产权局获悉，2023年，我国发
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6%，较上
年提高2.9个百分点，连续五年
稳步提高。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
布的《2023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
告》，2023年，作为创新的主体，
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51.3%，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
点；我国企业产学研发明专利产
业化平均收益达到1033.2万元/
件，比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

收益（829.6 万元）高24.5%。此
外，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关
键技术或核心零部件攻关问题的
比例最高，达56.1%，表明产学研
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
重要作用，产学研合作创新显著。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颁布实施，中国专利
调查应运而生。2023年，专利调
查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调查内容
和组织方式，强化产学研合作创
新、海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
权人才与服务等专题分析。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实现五连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者 罗沙 冯家顺）记者 16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目前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校
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三年
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
呈上升趋势，人民法院 2021 年
至2023年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
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
犯的2%至2.5%。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
示，对于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
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2021
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
来，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

件 4人，犯罪人年龄在 12至 13
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至 15年
有期徒刑。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
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
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
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
式，强调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
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
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
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
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
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
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
平，示社会以公道。

最高法：

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新华社记者韩佳诺魏玉坤李晓婷

2024年中国经济首季报16日
出炉：初步核算，国内生产总值
（GDP）29629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开局
良好，积极因素累积增多。

如何看待这份成绩单？“新华视
点”记者对关键数据进行了梳理。

GDP同比增长5.3%：
国民经济起步平稳

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3%，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6%。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在当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GDP
增长5.3%是符合实际的。这一增速
主要由工业回升、服务业向好共同带
动。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
服务零售额增长10%，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为55.7%。工业和服
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90%。

实物量指标的增长也与GDP的
增长相匹配。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9.6%，工业用电量增长8%
左右，货运量增长5.3%，营业性客运
量增长20.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6.1%；3 月末，M2 余额同比增长
8.3%。

“从恢复程度来看，消费恢复不
如生产，中小微企业恢复不如大企
业，经济恢复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
盛来运表示，下一步，要在继续加强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上，进一步关注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要关注中
小微企业发展。

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7%：
有望持续向好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20327亿元，同比增长4.7%。消费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3.7%，对
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线上消费持
续强劲，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一季
度，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43.3%，
比去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全国
网上零售额33082亿元，同比增长
12.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28053亿元，增长11.6%，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3%。

绿色消费深入人心，新能源车销
售强劲。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
数据，一季度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
超过30%。

麦肯锡日前发布的《2024麦肯
锡中国汽车消费者洞察》指出，中国
消费升级需求明显，后疫情时代消费
者的消费意愿及能力增强。

盛来运说，从未来走势看，支持
消费的有利条件仍在增多，比如经济
持续回暖向好，居民收入在增加、就
业在改善，消费者信心不断回升，消
费市场会持续向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4.5%，比上年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
增长较快。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
同比增长11.4%，比去年全年提升
1.1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0.8%、12.7%。

细分来看，高技术制造业中，航
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2.7%、
11.8%；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
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4.6%、16.9%。

盛来运表示，新投资、新基建继
续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截至2月底，
全国新增13.2万个5G基站，现在总
量超过350万个。

“当前，东数西算、光纤通信等一
些新基础设施加快落地。我们要因
地制宜，在做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
级的同时，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做大做强新质生产力。”盛来运
说。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5.0%：
外贸起势良好

一 季 度 ，货 物 进 出 口 总 额
101693 亿元，同比增长 5.0%。其
中，出口57378亿元，增长4.9%；进
口44315亿元，增长5.0%。

“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
10万亿元，进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
来新高。”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表
示，一季度我国外贸发展“质升”特征
持续显现，有效巩固了“量稳”势头。

得益于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强大
的生产能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走俏海外。一季度，包括电脑、汽车、
船舶在内的机电产品共计出口3.39
万亿元，同比增长6.8%，占出口总值
的59.2%，中部地区高端装备出口增
长42.6%，表明“中国制造”竞争优势
继续巩固。

王令浚表示，中国海关贸易景气
调查结果显示，3月份反映出口、进
口订单增加的企业比重均较上月明
显提升。预计二季度我国进出口持
续向好，上半年基本保持在增长通
道。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比去年一季度提高了3.1个百分
点，比去年四季度加快0.8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盛来运表示，工业回暖跟近期一
些政策的推动有关，推动新一轮大规
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出台，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信心。
新动能新产业也发挥了重要带动作
用，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7.5%，比规模以上工业增
速高1.4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1个百分点。

“从后势来看，工业经济回升向
好的态势会继续保持，但回升的基础
还要进一步巩固，尤其要加大对实体
经济的支持。”盛来运说。

CPI同比持平：
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物价关系经济运行，影响百姓生
活。

一季度，物价运行总体平稳。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
同期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CPI同比上涨0.7%，与去年四季
度基本持平。

猪肉价格在CPI“篮子”商品中
占有较高比重。3月份，猪肉价格同

比下降2.4%，环比下降6.7%。针对
猪肉价格未来走势，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表示，当前，养殖户市场看涨情绪渐
浓，补栏积极性较高，同时新生仔猪
量环比增加，后期生猪供给仍较充
裕。鉴于市场供需基本面并未反转，
下半年猪价总体季节性上涨，但出现
大幅上涨可能性不大。

盛来运说，从未来走势看，经济
持续向好，总需求在回升，部分农产
品如生猪价格到了调整拐点，以及假
日消费带动，物价有望在低位温和回
升。

PPI同比下降2.7%：
降幅有望收窄

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7%。其中，
3 月份同比下降 2.8%，环比下降
0.1%。

盛来运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恢复
向好，PPI降幅总体有所收窄。从结
构来看，除了需求原因，PPI下降还
跟部分产业调整转型升级以及技术
进步带来的成本下降有关。

“初步研判，PPI将会继续呈现
降幅收窄、稳中有升的态势。”盛来运
说，经济回暖、总需求回暖，有利于支
撑价格回升。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会
给相关产业带来积极影响。部分行
业结构调整，一部分传统产业的出清
将给市场供求关系带来积极变化。
此外，去年一季度PPI翘尾影响是负
2.3个百分点，到二季度，翘尾影响只
有负 0.9 个百分点，这也将会支撑
PPI降幅明显收窄。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一季度关键数据出炉，中国经济形势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