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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7 日宣布，为这家媒体工作的
两名巴勒斯坦记者当天在加沙地带工作时遭以色列
军队空袭身亡，另有一名记者受重伤。

其中一名死者是半岛台驻加沙首席记者瓦埃勒·
达赫杜赫的儿子。达赫杜赫两个半月前在以军空袭
中失去妻子、儿子和女儿等 12 名亲人，如今再次遭遇
丧子之痛。

达赫杜赫说，他将继续坚守岗位。

1 月 7 日，在加沙地带城市拉法，半岛台驻加沙首席
记者瓦埃勒·达赫杜赫（中）在儿子的葬礼上悲痛不已。

新华社/路透

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一项最新秘密评估认为，在
加沙地带冲突持续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升级对黎巴
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将难以获胜。

【兵力分散】

《华盛顿邮报》7日援引两名美国知情官员的话披
露这一评估结果。国防情报局未予置评。报道说，美
国政府私下警告以色列不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开战。

以色列本月 1 日宣布从加沙地带撤回 5 个旅数以
千计兵力。一名上述美国官员说，以色列眼下可以腾
出手来对黎巴嫩真主党用兵。另一名知情官员则说，
从加沙撤回的地面部队经过休整和备战，可以部署到
以色列北部，但以色列空军早已人困马乏。

这名官员说，以色列空军自去年 10月以来持续轰
炸加沙地带，超负荷运转，飞行员疲惫，战机需要维护
修理。而且，以空军在黎巴嫩执行任务要比在加沙危
险得多，缘由是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没有像样的防空武器。

一些美国官员担心，当前黎以边境冲突如果全面
升级，惨烈程度将超过 2006 年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
的大规模冲突。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黎巴嫩事务专
家比拉勒·萨阿卜预计，一旦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
再次爆发激战，黎方伤亡人数可能达到 30万至 50万，
而以色列北部地区民众将面临大规模疏散。

萨阿卜认为，真主党武装拥有的远程和精确制导
武器远超哈马斯，届时可能前所未有地打击以色列腹
地。真主党的盟友伊朗可能会动员整个中东地区的
亲伊朗民兵组织袭击以色列，届时战事将不会局限于
黎以之间，而美国最终会被拖下水。

另外，真主党武装无论人数还是装备、训练水平都
比哈马斯强，早在 2006年黎以冲突中就沉重打击了以
军。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地面
行动中多次遭哈马斯武装人员伏击，业已损失惨重。

黎巴嫩真主党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不断用火
箭弹、反坦克导弹等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策应哈马斯，
迫使以方疏散约 8万边境居民。以军则以空袭和炮击回
击。一些美国官员私下抱怨，以军报复越来越咄咄逼
人，甚至殃及由美国资助和训练、用于制衡真主党的黎巴
嫩政府军。后者迄今遭以军打击至少 34次，死伤多人。

【美国斡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正在进行巴以最新冲
突爆发以来第四次中东之行，定于 8 日访问以色列。
美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布林肯将与以方讨论

“避免局势升级”的具体举措。
米勒说：“这场冲突蔓延到加沙以外不符合所有

人的利益，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也不符合地区和全
世界的利益。”但《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一看法并没有
得到以色列政府内部一致赞同。

美国政府 4 日派以色列裔外交官阿莫斯·霍赫施
泰因前往特拉维夫，寻求以黎就缓解两国边境局势制
订双边协议，包括边界划分。美国和法国官员还同黎
巴嫩政府展开讨论。

在美国官员看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赛义德·
哈桑·纳斯鲁拉希望避免战事扩大。纳斯鲁拉 5 日在
一场演说中誓言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犯，同时暗
示真主党可能愿意同以方就黎以边界划分展开谈判，
前提是加沙地带停火止战。

只是，一些美国官员承认，只要以色列继续在加
沙地带推进军事行动、杀害巴勒斯坦人，黎巴嫩真主
党就不大可能同意与以方达成协议。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关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
塔尼亚胡是否有意通过谈判缓和以黎边境局势，美国政
府内部存在分歧。一名官员说，内塔尼亚胡最近放狠
话，声称要从“根本上改变”以黎边境安全局势，不过是
为了迫使真主党让步。另一些人认为，哈马斯偷袭行动
致以政府颜面尽失，如果加沙军事行动立即结束，内塔尼
亚胡的政治生涯就会随之终结，因此他有动机扩大冲突。

哈马斯去年 10 月 7 日自加沙地带大规模偷袭以
色列军民目标，以方说造成大约 1200 人死亡。以色
列随即进入战争状态，轰炸并全面封锁加沙地带，继
而发起地面进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 7 日说，以军行
动迄今在加沙造成 2283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新华社专特稿）

1 月 8 日下午，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人
潮涌动，手机企业 OPPO 公司的产品发布
会正在进行。当日发布的 2024 年新款手
机 OPPO Find X7，不仅在摄像功能上追
求品质，针对系统卡顿问题也做了解决
方案。

近年来，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推动了
国产手机品牌崛起。OPPO 公司在影像、
5G、AI等领域持续突破，成为我国企业出
海的一张名片。华为公司 2023年 8月底发
布的手机 Mate 60，甚至出现了“线下门店
大排长龙、线上商城一秒卖光”的“一机难
求”火热消费场景。

站在岁末年初的新起点上，我国的创
新动力、发展活力勃发奔涌，日新月异的创
新产品不断涌现，给中国制造增添新亮色。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产手机的生产
基地——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2023年 1月至 11月，松山湖开发区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 3356.85亿元，同比增长
8.9%，实现工业投资 142.39亿元，同比增长
6.7%，工业技改投资 91.87亿元，同比增长
21%，投资者用真金白银投下“信心票”。

无独有偶。同样在开年之际，珠三角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传出捷报——1 月 1

日，比亚迪公司公布产销快报，2023 年第
四季度纯电动乘用车销量首次成为全球

第一。至此，比亚迪 2023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超过
302万辆，继续保持全球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地位。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 21世纪发展研
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永伟表示，新一代的电动汽车，最新的车
型基本都在我国率先推出；全球新一代汽车相关技术，也往
往是在我国推出的产品中率先应用，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巩固
领先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手机、新能源汽车……在过去的 2023 年里，从操作系
统、EDA 等软件攻关取得阶段性突破，到国产 ECMO 打破外
企长期垄断，再到核磁共振设备实现国产替代并量产，一个
个代表新质生产力的新技术、系统、产品、项目在我国诞生、
落地，在底层技术突破方面多点开花、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带
来“开门红”。

2023 年，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增加
值占 GDP比重基本稳定，总体规模连续 14年保持全球第一。

制造业亮点频出的背后，是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创
新动能持续增强。

就在 1月 7日，我国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
成首航，标志着我国造船业能级进一步提升，中国人乘坐自
己的大型邮轮出海旅行的梦想成真。

放眼神州大地，广东把实现新型工业化作为现代化建设
的关键任务，尤其是在珠三角的一系列大科学装置加快布
局，将成为未来产业的“孵化器”；重庆 8 日发布《重庆市工业
产业大脑建设指南（1.0）》《重庆市未来工厂建设指南（1.0）》，
对产业大脑和未来工厂的建设做出具体规划指导，将聚焦制
造业细分行业，重塑产业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模式。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

这 个 冬 天 ，冰 雪 旅 游 成 了“ 现 象 级 网

红”。从“尔滨”到长白山，从沈阳到呼伦贝

尔……一车车可爱的“小土豆”“小金桔”涌

向北方，“攻占”各大景点、洗浴中心、早市，

各地文旅局长们也抢抓热度“整活”。

冰 雪 旅 游 为 何 突 然 成 了“ 网 红 ”？“ 网

红”能否变“长红”？“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

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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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游客在伏尔加庄园游玩。时下正值冰雪季，“冰城”哈尔滨市的著名旅游景点伏尔加庄园变身“冰雪
城堡庄园”，吸引游客前来欣赏欧式建筑，享受冰雪乐趣。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1 月 7 日，人们走过加沙城的建筑废墟。
新华社发 （穆罕默德·阿里 摄）

冰雪火出圈

松 花 江 上 升 起 的 热 气 球 、挂 在 索 菲 亚 大 教 堂 上 空
的 人 造 月 亮 、鄂 伦 春 族 的 驯 鹿 、动 物 园 里“ 乖 巧 ”的 东
北虎……迎来冰雪旅游旺季的哈尔滨，成为这个冬天最
火的旅游城市。

推陈出新的“花活”，细致入微的服务，加上当地人的
热情……如今的哈尔滨到处都是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
模样。相关统计显示，元旦假期哈尔滨旅游热度同比上
涨 240%。据大数据测算，全市游客量超过 300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59亿元，均达到历史峰值。

“热雪”沸腾的冬季旅游场景，在北方多省区铺展开
来。在辽宁沈阳的一些“网红”洗浴中心，大厅里挤满了
来体验东北洗浴文化的游客。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粉
雪，中部的雾凇树挂，西部的冰湖腾鱼，一张张冰雪“金名
片”吸引游客纷至沓来。借力举办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
动会，内蒙古也推出特色冰雪运动、冰雪旅游项目。

“我们今天来冰雪大世界搭乘的是免费大巴，暖心
啊。”从云南大理来哈尔滨旅游的赵雯说，这次旅行真正
被东北人的热情感动了。

冷冰雪带火了热饮食。东北饮食花样多、分量大，像
极了东北人豪放热烈的性情。直径半米的大铁锅，鸡翅、
土豆、排骨、牛腩、玉米等各种食材一股脑地倒进去，屋里
热气腾腾，这就是人间烟火气。

哈尔滨一家铁锅炖连锁店的总经理姚立龙告诉记
者，很多店家都发出“不随意涨价”的倡议，并推出免费热
茶、延长营业时间等服务。

鄂伦春族的驯鹿走上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后，迅速实现
“引流”。“我是被网上很火的鄂伦春族狍角帽吸引来的，这
里不仅有可爱的服饰、丰富的文化、原生态的自然景观，
还有刺激好玩的体育活动。”身穿鄂伦春族传统服饰，在
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雪地里拍照的河北游客张凌说。

“网红”变“长红”还需补短板

冰雪旅游在东北一些城市大火背后，并非偶然。
“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来‘训练’，不断增强市场化思维和

服务意识。”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说，从 2023年
初开始，当地便开始运用新媒体平台，邀请文旅头部博主，
多维度宣传黑龙江，如索菲亚大教堂、红专街早市，都已成
为“网红”打卡地。同时，当地关注游客评论，游客对什么
不满意就改进什么；比如，有游客说，在索菲亚大教堂旅拍
时有个月亮就更好了，当地就弄了一个大大的人工月亮。

自身努力加上自媒体加持，让哈尔滨率先爆火。但
记者走访多个北方城市发现，与夏季旅游市场相比，目前
冬季旅游市场开发还只是“毛毛雨”，冰雪旅游远没有带
动整个市场，更多还停留在个别点、个别城市。

“发展冬季旅游，北方很多城市的当务之急是补短
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刘京晶说。

冰雪资源一直都在，提高含金量是关键。目前，各地
发展冰雪旅游，多是“靠资源”“卖风光”，同质化竞争问题
明显，高质量冰雪旅游还缺少业态创新。在冰雪旅游火
爆的地区，以观光为主导的冰雪旅游产品仍占主导，一站
式冰雪旅游景点较为发达，以看冰灯、赏雪、滑雪滑冰为
主要内容；而冰雪旅游度假区、冰雪旅游综合体等综合性
冰雪旅游目的地的供给较为有限，尚不能完全满足游客
对休闲型、体验型冰雪旅游产品的需求。

“雪都是一样的雪，去哪里看都差不多。”内蒙古自治
区社会科学院专家张敏说，冰雪旅游哪家强，最终还得看
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过去几年，游客吐槽最多的还是

“坑客”“宰客”、服务“粗放”等问题，提升服务质量依然
任重道远。

此外，与旅游相伴的冰雪运动，安全问题也需引起高
度重视。近年来，各地因滑雪、滑冰意外事故导致的骨
折、脑震荡等伤者颇多。专家指出，伤亡事故很容易导致
初学者“望雪却步”，影响冰雪产业消费人群的扩大。

产业升级呼唤“冰雪+”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预计 2025 年我国冰
雪休闲旅游人数将超 5 亿人次，国内冰雪旅游收入超 1.1

万亿元。
“东北的冰雪旅游往年也有一定热度，只是在这个冬

天大火了。从市场需求端来说，长期以来冬季国内旅游
市场是缺产品的，老百姓往往选择以避寒为主的南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研究室副主任王
灵恩认为，这几年，随着北方对冰雪市场的挖掘和相关保
障产品的配套，消费者来北方旅游的意愿增强，尤其是新
的消费群体对于差异化体验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就看市
场有没有好的旅游产品供给。

王灵恩说，未来的冰雪旅游发展，以重资产、重体量
投资为主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北方一些地区地广人稀，
有些地区还属于生态保护区，发展旅游不适宜搞大规模
开发，要多考虑轻体量、精品化的模式。

目前冬季旅游除了传统的观光、体育赛事游乐之外，
尤其缺少极寒环境中的休闲度假产品。基于冰雪资源的
旅游产品需要持续创新。刘京晶说，要深度挖掘冰雪旅
游内涵，多开发特色冰雪旅游产品，如泡温泉赏雪、雪野
徒步探险、冰雪研学、雪地趣味运动会、冰雪写生等。同
时，加大与在地文化的结合，融入地方民俗、节庆、演艺活
动，以旅彰文，提升冰雪旅游的文化体验感。

冬季旅游的产业链和人才链亟待延伸。东北农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余志刚说，当下，各地发展冰雪旅游
要把握机遇，完善相应的产业链，比如防寒保暖装备、冬
季交通等都有待进一步升级。同时，也要注重人才培育，
吸引更多人参与冬季旅游产业链开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8日电）

“网红”如何变“长红”
——“热雪”沸腾的背后

美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

【“定点清除”】

半岛台的声明说，空袭发生在加沙地
带与埃及交界的拉法市附近，自由记者哈
姆扎·达赫杜赫和穆斯塔法·萨拉亚驾驶汽
车在“履职途中”遭以军“定点清除”。

萨拉亚为法新社等新闻媒体做视频连
线。与他们同行的自由记者哈齐姆·拉杰
卜受重伤。法新社记者说，哈姆扎一行人
前往拉法一座遭以军轰炸的房子拍摄，返
回途中遇袭。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证实这一事件。法
新社援引目击者的话报道，一枚火箭弹击
中车头，另一枚击中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哈
姆扎。

半岛台强烈谴责这起袭击。声明呼吁
国际刑事法院、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联合
国敦促以色列为其令人发指的罪行承担责
任，停止蓄意杀害记者；以色列把记者作为
攻击目标，“违背新闻自由原则”。

法新社国际新闻主管菲尔·切特温德
说，萨拉亚之死令人震惊，“我们严厉谴责
对履职记者的所有袭击”，并就这起事件讨
要说法。

以军发表声明，暗指哈姆扎等车内三
人中有一名“恐怖分子”，称以军一架飞机

“发现并击中一名操纵飞行器对以色列国
防军士兵构成威胁的恐怖分子”，“我们注
意到关于空袭中与那名恐怖分子同车的另
外两名嫌疑人也被击中的报道”。

【连失亲人】

正 在 卡 塔 尔 访 问 的 美 国 国 务 卿 安 东
尼·布林肯表示，两名记者的死亡是一场

“难以想象的悲剧”，他为达赫杜赫痛失亲
人感到“非常难过”。“我自己也有孩子，我
无法想象他经历的可怕。”

半岛台旗 下 一 个 社 交 媒 体 账 号 发 布
的视频显示，须发皆白的达赫杜赫穿着印
有英文“媒体”(PRESS)字样的防弹背心，
在儿子葬礼上泪流满面，握住并亲吻儿子
的手。当天晚些时候，他在电视转播的声
明中说，加沙地带新闻工作者将继续履行
职责。

“ 全 世 界 必 须 要 看 到 这 里 发 生 了 什
么，”达赫杜赫说，“哈姆扎对以色列人做过什么？我的家
人对他们做过什么？这里的平民对他们又做过什么？”

去年 10 月 25 日，达赫杜赫在连线报道时得知，他的
12 名亲人在以军轰炸中被埋入废墟。他的亲属按照以
军要求向加沙南部撤离，却在加沙中部努赛赖特难民营
遭空袭。他的妻子、女儿、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以及 8 名
非直系亲属死亡。以军声称，那次空袭针对巴勒斯坦伊
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

去年 12 月 15 日，以军轰炸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
一所学校，达赫杜赫受伤后跑出来呼救，但他的同事、
摄影师萨米尔·阿布·达卡因救护车无法及时赶到，伤
重不治。

达赫杜赫现年 53 岁，多次报道巴以冲突。按照美联
社的说法，达赫杜赫已成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记者的一
张代表性面孔。

【远超以往】

据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截至 7 日，
新一轮巴以冲突导致 79 名记者等媒体工作人员丧生，包
括 72名巴勒斯坦人、4名以色列人、3名黎巴嫩人。

去年 12 月初，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本轮巴以冲突导
致 61 名媒体人丧生，是这一机构 1992 年开始记录以来，
新闻工作者死亡最多的一次冲突。

按照哈马斯媒体办公室的统计，包括哈姆扎和萨拉
亚在内，以色列军事行动在加沙地带迄今造成 109 名记
者丧生。

以色列军方去年 12 月 16 日在半岛台摄影师阿布·
达卡在以军空袭中身亡后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从
未、也永远不会故意把记者作为攻击目标”。

然而，路透社调查发现，路透社记者伊萨姆·阿卜杜
拉等 3 名黎巴嫩籍记者去年 10 月 13 日在黎以边境报道
时遭炮击身亡，是以军坦克故意瞄准记者车辆开火。

2022 年 5 月，半岛台美籍巴勒斯坦裔记者希琳·阿
布·阿克利赫在约旦河西岸杰宁难民营报道巴以冲突时
中弹身亡。希琳当时戴头盔，穿着有明显“媒体”字样的
防弹背心。以军称，以军士兵很可能把她当成巴勒斯坦
武装人员而开枪，事件系“意外”。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自本轮巴以冲突爆
发以来，巴勒斯坦女记者阿娅特·卡杜拉在社交媒体上发
布许多视频，讲述以军轰炸和围困下加沙人艰难求生的
故事。她去年 10 月 13 日在一段视频中说：“这或许是我
最后一次发布视频。”11月 6日，她在题为“给世界最后的
留言”视频中说：“我们现在唯一的梦想是遇害时留个全
尸，好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谁。”

一周后，卡杜拉死于以军对加沙北部一次空袭。
（新华社专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