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A2 2025年5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姜迪 美编：周春旭 责校：李传富都市版

让文旅“流量”变发展“增量”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吴
雨 任军）“降息”了！企业和居民融
资成本将进一步降低。20日，中国
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1年期LPR降至3%，5年
期以上LPR降至3.5%，均较上一期
下降10个基点。这是今年以来LPR
首次下降，传递出稳市场、稳预期的
明确信号。

对于此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下降，市场已有预期。5月8
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调降至
1.4%，较前次下降10个基点，引导此
次LPR跟随调整。

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

基准，LPR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影
响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LPR下
降，将进一步激发信贷需求，释放企
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潜力。

以房贷利率为例，按100万元商
贷、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粗略估
算，5年期以上LPR下降10个基点，
可为借款人减少每月利息支出50多
元，节省利息总额近2万元。

今年以来，LPR改革效能持续
释放，促进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约3.2%，比上年同期低约50
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
平均利率约3.1%，比上年同期低约

55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另外，存款利率持续下行，为贷

款利率下降创造了空间。今年以
来，存款利率下调的趋势还在不断
延续，不少银行存款利率已全面进
入“1时代”。

“存款利率下行，有利于保持商
业银行净息差的稳定，提升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清华大学
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说，LPR
和存款利率同步下行，将带动企业
和居民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持续
激发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促消费、扩
投资，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添动力、
增活力。

融资利好！LPR年内首降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
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日发
布，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
开行政案件审查标准，规范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审判工
作，监督支持行政机关依法
行政。

该司法解释自6月1日起
施行，2011年出台的原司法
解释同时废止。

据悉，新的司法解释规
定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
的受理情形，明确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案件中原告资格和
适格被告，确定政府信息公
开行政案件中被告与原告的
举证责任，完善政府信息公
开行政案件裁判方式，保留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预防
救济制度等。

司法解释规定，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的，以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
政机关为被告。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对依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的，以作出答复的行政机关
为被告；逾期未作答复的，以
收到申请的行政机关为被
告。同时明确，被告对其作
出的政府信息公开、不予公
开等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
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庭
长耿宝建介绍，司法解释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政府信
息公开的需求，在原被告资
格、简易程序适用、裁判方式
明确、法定条件下给付到位
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范和
引导，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
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
权、履行义务，切实满足人民
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合理需
求。

同时，司法解释对政府
信息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公开
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社会稳定的情形下被告
的举证责任作出特别规定，
既保障社会公众依法获取政
府信息的权利，也保护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最高法发布
新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司法解释

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
电 一个国际天文团队日前
利用美国航天局的詹姆斯·
韦布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数
据，展示了迄今探测到的最
大规模星系群样本，为研究
星系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宇宙
大尺度结构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视角。

由于光以有限的速度传
播，物体距离我们越远，根据
观测数据就越能追溯到更久
远的过去。通过观测非常暗
淡、遥远的星系，天文学家可
以一窥早期宇宙中星系的面
貌。本项研究中观测到的最
暗淡星系比人眼所能看到的
暗十亿倍。

芬兰阿尔托大学等机构
组成的研究团队利用韦布望
远镜探测到了 1678 个星系
群或星系团，它们可以追溯
到宇宙约120亿年前到10亿
年前的时期。

星系并非均匀地散布在
整个宇宙中。就像人类一
样，星系也会聚集在一起，组
成“家族”。大多数星系位于
由三个至几十个星系组成的
星系群中，或者位于更大的
包含数百甚至数千个星系的
星系团中。

研究人员表示，星系群
与星系团是由暗物质、炽热
气体以及通常存在超大质量
黑洞的巨型星系构成的天体
环境。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
复杂相互影响，在塑造星系
生命周期以及推动星系群和
星系团自身演化方面起着关
键作用。揭示这些宇宙结构
更完整的历史，能更好地理
解这些过程如何影响大质量
星系的形成与成长，以及宇
宙大尺度结构的构建。

研究结果日前在线发表
在国际期刊《天文和天体物
理学》上。

韦布望远镜探测到
迄今最大规模星系群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5月19
日，对于“旅游”来说是一个特别的
日子。14年前，这个日子被冠以“中
国旅游日”之名，开始见证中国旅游
业的从小到大、由弱渐强。

14年过去，旅游早已成为一种
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文化和
旅游部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
出游人次17.94亿，比上年同期增加
3.75亿，同比增长26.4%。

当“景区”的概念被“打卡点”延
展，当默默无闻的县城被游客发现
惊喜，当青瓦白墙的街区被越来越
多人寄托乡愁……仔细观察我国日
益发展壮大的旅游市场，文化的融
入不断带来新鲜活力。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重塑
旅游，进而影响深远。

催生旅游新场景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
徐行……”戴上VR装置，“苏轼”便
来到你眼前，诉说起他的跌宕人生。

5月18日，VR大空间探索体验
项目《遇见东坡》在海南省博物馆开
启。一群“东坡迷”早早就到了博物
馆，期待在虚拟世界里来一次千年
穿越之旅。

景区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今变
得越来越难回答。传统的名山大川
之外，文化属性突出的旅游新场景
正竞相涌现。一部影视剧、一场表
演、一次体验，都可能创造出令人耳
目一新的旅游空间。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
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
建看来，文化空间可以成为旅游体
验和消费的新场景，旅游空间也可
以成为文化展示和传播的新舞台。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表明，
29.2%的受访者希望在旅游过程中
多安排文化体验活动，78.3%的受
访者希望在旅游过程中参加文化
体验活动。越多丰富的文化内容
融入，越显得旅游“有料”、有深度，
越容易满足不同客群所需的“情绪
价值”。

而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
也使得旅游场景变化无穷，始终有
新鲜玩法。比如，同样是夜游项
目，苏州拙政园打造的“拙政问雅”
以光影科技重塑江南古典园林，带
来清雅文人体验；而夜游北京首钢
园则充满“蒸汽朋克”的科幻感，工
业之美在夜色中尽显。

文化融入旅游不难，难的是融
出新意、回应需求。只有持续创
新，选择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路
径，才能确保旅游因文化的融入而
更具特色，文化通过旅游得到广泛
传播，从而为游客带来既有趣又有
深意的体验。

打造经济新亮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和旅
游部部长孙业礼分享了一组令人印
象深刻的数据：去年国内旅游人次
超过56亿、同比增长近15%，旅游花
费超过5.7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7%；
入境旅游人次1.32亿，游客花费接近
千亿美元。A级旅游景区门票收入、
度假区接待收入、旅行社营业收入
增长幅度都在10%以上。

人财两旺的局面，同文化和旅
游的深度融合密不可分。

文化为旅游带来不可替代的竞
争力。想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风
情，游客必须前往辽阔的东北大地；
想一睹大唐不夜城的国潮国韵，只
有亲身来到陕西西安；想品味地道
川菜的热辣火爆，天府之国总是令
人向往……越古老、越特别的文化
积淀，越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强大吸
引力。

文化进一步拉长旅游的产业
链。买文创、穿汉服、抽盲盒、逛主
题街区、住特色酒店……文化因素
的叠加，提高的是旅游的附加值，产
生的是更大的“乘数效应”。随着人
们为“情绪价值”买单的趋势不断凸
显，旅游供给也应当在满足高品质
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升级。

认识到文旅行业存在的巨大潜
力，越来越多地方将发展旅游作为
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浙江省文旅
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2023-
2027年）》就提出，到2027年，全省
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13%；吉林省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也明确“持续打造旅游万亿级
产业”“坚持四季联动、全域发展，接
待国内游客人次、出游总花费均保
持两位数增长”。

看得远、谋得准。随着文旅融
合不断深化，旅游魅力充分释放，

“人气”必将带来更多“财气”。

塑造城乡新形象

祖国西南，绵绵青山中，“村
BA”“村超”“村晚”“村T”等活动近
年来吸引全国目光，“村字号”成为
贵州的一张崭新名片。

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乡村
文化，借助球场、T台、舞台等场景，
通过旅游传向世界——这样颇具传
奇色彩的故事，却是文旅融合的真
实效应。

仿佛一座桥梁，旅游让游客看
到不一样的他方，也给了他方传递
崭新形象的机会。

对于游客来说，旅游中的所见
所闻所感是最具说服力的宣传。
比如，去年以来不断升温的“中国
游”，便打开了世界了解中国的新

窗口、新通道。中华大地上的自然
风光和历史建筑、现代化都市中的
便利生活和烟火日常，令越来越多
入境游客真切感受到“不一样的中
国”。

对于地方来说，旅游的发展也
真切改变着城乡环境。以贵州榕
江县的“村超”为例，“村超”火爆以
来，当地新增经营主体5988户，新
增签约项目32个。“村超”运营收益
的51%用于壮大250个村集体经
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民生
事业，49%用于乡村文化体育教育
发展。乡村的面貌，便是在这种反
哺中一步一步向美向新而行。

“真正的旅游不是从我待腻的
地方到你待腻的地方去，而是你的
美好生活我来分享。”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说，展现开放、包容、
真诚、善意和温暖，才是旅游长红
的密码。

构筑精神新家园

步入陕西延安的红色综合体
“延安1938”，历史场景与艺术演绎
交织共生。在东区小舞台，《十送
红军》的悠扬曲调催人泪下，革命
人的生活图景在游客眼前铺展，大
家仿佛穿过历史的烟云，回到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红色旅游令人感怀美好生活
来之不易，到文博游不断激发游客
爱国豪情；从“诗和远方”寄托人间
理想，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引发广泛共鸣……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旅游活动
本质上是精神文化活动，在构筑中
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旅游活动“深入人心”
的特点，如今的旅游景区更加注重
文化情境的引入：在甘肃敦煌鸣沙
山月牙泉景区，每晚的万人星空演
唱会都会唱起红色歌曲；在湖南岳
阳楼、四川剑门关、安徽琅琊山等
景区门口，背诵古诗词的游客成为
一道亮丽风景；在新疆博物馆，一
件件珍贵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旅游活
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
戴斌说，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领略自然之美、感悟文化之美、陶
冶心灵之美在人们的旅游过程中
必将得到统一。

让文化托举旅游前行，让文旅
“流量”变发展“增量”。

度过又一个“中国旅游日”，我
们见证并参与着中国旅游业的蝶
变，瞩望它朝着“新兴的战略性支
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
生产业、幸福产业”目标继续成长。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记者叶昊鸣）记者20日从交
通运输部举行的专题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我国于当天成
立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港口码头分委会。这是ISO
成立以来在全球范围内首个
专注于港口码头标准化的技
术机构。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
徐文强介绍，新成立的 ISO
港口码头分委会将以推动全
球港口码头基础设施“硬联
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为工
作方向，着力在港口码头生
产作业、系统建设、技术应用
等方面引领全球港口绿色
化、智能化发展。“目前，港口
码头分委会共有23个积极参
与成员国和 27个观察成员
国。”徐文强说。

港口码头是保障全球供
应链产业链稳定的重要物流
支点。推进港口码头综合竞
争力提升、促进港口码头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标准化建设在其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徐文强表示，通过不断
实践和创新，我国港口建设
运营特别是码头建设指南、
作业要求、操作规范、绿色低
碳等领域形成了一整套先进
实用的技术成果，构建了以
安全、绿色、智能、高效为主
要特征的标准体系。

“分委会的成立，标志着
全球港口码头领域标准化工
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构建
高效、安全、可持续的全球航
运网络注入了强劲动力。”交
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李颖说。

全球首个！

我国成立港口码头标准化技术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