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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夜游月夜游、、短途游短途游、、文艺游文艺游
———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中秋假期文旅市场观察

“百里挑一”！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将于明年开展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
者鲁畅 夏宇）2024年度最具幸
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16日正
式启动。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改
革创新，让城市生活更幸福”为
主题，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以城市居
民为参与主体，聚焦提高人民生
活品质，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
城市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进行调查分析，展现
中国城市增进民生福祉的创新

举措和显著成绩。
调查推选活动由《瞭望东方

周刊》主办，迄今已连续举办至
第18年，累计推选出80余座城
市。活动以其权威性、公正性和
广泛性，逐渐成长为目前最具影
响力的城市主题活动之一。

据介绍，2024 年度最具幸
福感城市的候选名单通过综合
往年推选结果，并结合大数据初
步筛查，共包括杭州、成都、宁
波、苏州、广州天河区、江苏太仓
市、上海闵行区等220个城市及
城区。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广场亮灯，“唐韵中秋”活动举行。新华社发 王子明 摄

向着农业强国加速迈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三农”发展成就综述

新中国成立75年来，农业农村
发展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跨越发展。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我国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迈上大台阶，农村民
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农业大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向农业强国迈进。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充足

秋天的田野，收获的气息越来
越浓郁。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
县悦来镇双兴村，田间架设着微型
气象站、病虫害监测仪等设备，一片
片金黄的水稻随风轻摆。

“还有20多天就可以收割了，
预计每公顷产量在9吨以上。”站在
田埂上，桦川县玉成现代农机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告诉记者，尽
管前期遇到低温多雨天气，但通过
及时田间管理，今年水稻长势不错。

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持续提升，我国粮食生产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粮食年产量仅2000多亿
斤，1962年稳定在3000亿斤以上。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实
施，极大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粮食产量
接连跨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稳步增强。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2023年粮食产量
达到13908亿斤，比1949年增加1万

多亿斤；粮食单产大幅提升，2023
年全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比
1949年增加321.1公斤/亩。

既要吃得饱，也要吃得好。“米
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能力稳步
提高，品种更加丰富。

果蔬产品多样，四季新鲜上市
——

经济作物生产蓬勃发展。蔬
菜水果琳琅满目，品质不断提升，并
且实现跨地区、反季节供应，居民的

“菜篮子”“果盘子”更加丰富。
畜禽生产质效提升，肉蛋奶供

应充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畜产品

供应总体不足。改革开放后，畜产
品产量不断攀升。近些年来，畜牧
业现代化、规模化进程加快，综合生
产能力再创新高，2023年肉蛋奶产
量超过1.75亿吨。肉类禽蛋产量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奶类产量进入世
界前列。

渔业生产繁荣发展，鱼虾蟹贝
藻品种丰富——

科技创新推动向江河湖海要
食物，水产养殖迅猛发展，远洋渔业
不断壮大，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取得
实效。我国水产品总产量占全世界
的近40％，水产品人均占有量达到
50.48公斤。

近年来，温室大棚、垂直农场、
智能农牧场、植物工厂等不断发展，
拓宽了农业发展新空间，推动肉蛋
奶、蔬果、水产品等供给持续增加，
更好满足人们多元化食物需求，提
升了“大食物”供给水平。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

农村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
园。把农村建设得美好，农民群众

才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走进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伍

市镇普祝村，田间阡陌纵横，房前屋
后干净整洁。村民们种植富硒藕、
富硒米，发展萝卜加工产业，开起农
家乐。

“以前只有一条泥巴路，村里都
是土坯房和茅草屋，臭水沟和垃圾
没人清理。没想到这些年村里变化
这么大。”80多岁的村民卢孔云说，
环境好了，村里人气更旺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组
织农民重整山河、发展生产，进行了
艰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农民
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放和发
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
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民生
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一系列
政策举措，推动乡村呈现新气象。

农村基础设施持续提升。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推进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生产生
活条件，住房、饮水安全、道路等建
设成效明显。十年来累计新改建农
村公路250万公里，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90％，规模化供水工程覆
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60％。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
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
生活垃圾得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比
例稳定保持在90％以上，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5％以上。

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
高。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义务
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
等深入实施。各地累计建设村卫生
室超过58万个，农村敬老院超过1.6
万家，农村社区互助性养老服务设

施超过14万个。
一件件实事加快解决，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不断建设，促进农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拓宽

走进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
治县龙脊镇大寨村，层层梯田环抱
于山间，绿意掩映的山坡上，一座座
富有民族特色的吊脚楼错落分布，
不时有村民和游客往来其间。

因为大山的阻隔，大寨村曾是
贫困的代名词。随着脱贫攻坚号角
吹响，在多方帮扶下，基础设施和产
业发展得到极大改善。梯田和民族
风情带动了旅游业。“人均年收入从
2003年不足700元发展到现在约4
万元，日子越来越红火。”大寨村党
支部书记余琼通说。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处
于极端贫困状态。土地改革、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等为从根本上
解决贫困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大规模、有计
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农村贫困人
口大幅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用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牢牢守住了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检验农村工作实效的一个重
要尺度，就是看农民的钱袋子鼓起
来没有。发展特色产业、支持外出
务工、加快三产融合发展……各地
各部门持之以恒多措并举促进农民
增收。

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
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
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
的节日。近日，2024年中国农民丰

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天津启动。
现场设置了“津农精品”、京津冀优
质农产品、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等
展区，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围绕大豆
及豆制品、乳制品、牛肉等开展助农
直播、发布惠农举措。

多年来，各地持续做好“土特
产”文章，大力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不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到21691元。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我
国持续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
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
影放映和农民书屋工程，积极开展
健康向上的农村群众文化活动。
近年来，各地由表及里培育文明乡
风，组织实施乡村文化振兴系列活
动，不断提振农民的精气神，“村
BA”“村超”等农民体育活动火爆
出圈，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得到保护
传承。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
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完
善。积分制、清单制等务实管用的
乡村治理方式得到推广，农村移风
易俗持续推进。多部门联合创建
了293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和
2968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一
系列举措推动农民群众生活更加
舒心、顺心。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
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农业
农村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作出系统
部署。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各地各部门正锚定建设农业强
国目标，扎实抓好乡村全面振兴各
项工作，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更加
壮丽的“三农”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记
者潘洁）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
了解到，我国将于2025年开展全
国1％人口抽样调查，助力查清我
国人口在数量、素质、结构、分布
以及居住方面的变化情况，更好
把握人口发展态势和流动规律。

据了解，全国1％人口抽样
调查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调查
对象为我国境内抽中住户的全
部人口。根据推算精度要求，采
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的抽
样方法，在全国共抽取约500万
户、1400万人，抽样比例为全国
人口的百分之一。

此次调查内容主要是人口
和住户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程度、行业、职业、迁
移流动、婚姻、生育、死亡、住房
情况等。

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
查的标准时点是2025年11月1日
零时。调查开始后，被抽中的住户
会由政府选聘的调查员上门进行
调查，需根据调查员的询问来申报
调查所需信息。为减少入户打扰，
调查也将提供自主填报方式，大家
可以使用移动终端扫描二维码联
网自行申报个人和家庭信息。

2024年度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记者
李晓婷 陈爱平 张格）夜幕降临，重
庆渝中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内游人
如织。“白天主打室内游，晚上再来
爬坡上坎，作为‘不夜城’，重庆的
夜很有味道。”游客陈玉珏说。

这个中秋假期，记者走访重
庆、上海、湖南等地文旅市场发现，
今年中秋游多了一份“松弛感”，中
式夜游、短途“微度假”、文艺游成
为游客热门选项。

郴江河畔，华灯璀璨，清逸婉
转的湘昆曲调自河上传来。在湖
南郴州苏仙区裕后街历史文化街
区，来自湖南省昆剧团的演员们乘
坐花船巡游，吸引市民游客争相拍
照留念。

裕后街是秦汉时期湘粤古道
的始发地，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
史，月影之下，古街别具风味。中
秋假期，裕后街举办历史文化节，
推出皮影戏、非遗文化市集、民俗
演绎等系列活动。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更是
把夜游玩出新花样。15日晚，来自
世界各地的翼装飞行员们与身披

“嫦娥”轻纱的演艺人员一起在月
色中带来一场震撼演出。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
功表示，各地结合时令节庆，在传
统赏月外拓展消费场景，带来多元
化体验，让中式夜游成为中秋假期
文旅消费热点。同程旅行平台数
据显示，近一周国内古镇园林夜游
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7％，夜间

游船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2％。
今年中秋节，市内游及周边的

“微度假”广受欢迎。
9月17日中秋节，上海市徐汇

区龙华广场举办“唐韵中秋”节庆
活动，京剧、沪剧、昆曲、评弹……
现场演绎曲艺界的“团圆盛会”。

上海市民徐竞和5岁的女儿穿
上汉服，在此观看表演，打卡拍
照。她说，城市商圈和街区举办丰
富活动，既能体验传统文化，又能
方便地就餐、聚会，是个好去处。

住在上海浦东的石明17日一
早便和女友驾车直奔位于临港新
片区的滴水湖。环湖散步、游览
上海天文馆、在上海海昌海洋公
园欣赏演出……石明将一日游安
排得满满当当。台风过境，上海
海昌海洋公园于中秋节当日全面
恢复运营，多个中外艺术团同台
竞演。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同
省酒店订单比例预计达到50％以
上；预订高铁出行的订单中，出游
半径约为361公里。

多样的文艺活动也给游客带
来更多好去处。重庆渝中区假期
陆续推出中秋节赏秋文化展、解
读中秋诗作活动、中秋优秀美术
作品展等。一场中秋音乐会在渝
中区巴将军公园举行，一首首耳
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精彩上演，吸
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欣赏。

“中秋来渝中，除了洪崖洞、
解放碑等景点，游客还有丰富的
文体艺活动可以选择，假期共上
演各类营业性演出300余场次。”
渝中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卢永军
说，中秋假期首日，渝中区接待游
客104.6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5.8％；旅游综合收入8.87亿
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4％。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胡璐 郁琼源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