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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内挖空洲滩 2000多亩
非法采砂近 2000万吨

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位于常德市澧县、
津市两个区域，保护区面积 11.9 万亩。自然
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采石、
挖砂。

督察组前期暗访看到，10 来艘采砂船在
保护区内孟姜垸洲滩采砂，部分船只在澧水
干流河道分选砂石，泥浆水直排，澄澈的水面
冲出一片浑黄。采好的砂石堆积在水中，10
多米高，绵延百米。

督察发现，企业进行采砂作业，是经澧县
水利部门审批的。近年来，该部门多次违规审
批，允许企业在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内采砂。

2019 年 7 月，澧县水利部门违规审批，允
许澧县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澧县东跃商
贸实业有限公司在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孟姜
垸洲滩内采砂。

“当时不知道孟姜垸属于保护区。”澧县
相关部门负责人称，直到 2020 年国家开展自
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摸底后才知晓。但相关资
料显示，津市设立保护区曾向湖南省林业厅、
原国家林业局做过立项申报，早在 2006 年已
得到批复。

为使违法采砂合法化，2022 年 12 月，津
市市政府拟将孟姜垸洲滩调出澧水河口湿地
保护区，未得到上级部门批准。

2023 年 9 月，湖南省水利厅印发《湖南省
湘 资 沅 澧 干 流 及 洞 庭 湖 河 道 采 砂 规 划
（2023—2027 年）》，明确要求孟姜垸采区“在
相关自然保护地范围调整方案批复前，不得
采砂”。但 2023 年 10 月澧县水利部门再次违
规审批，同意澧县九澧砂石有限责任公司、澧
县湖洲实业有限公司等 4家采砂公司采砂。

截至督察进驻，相关企业累计非法采砂
1903 万吨，挖空孟姜垸洲滩面积 2085 亩，近
四分之一个孟姜垸洲滩被挖空。现场督察发
现，孟姜垸洲滩内堆存砂石约 17.6万吨。

此外，督察组在其他保护区也发现破坏
生态作业活动。今年 4月，岳阳市汨罗农业农
村发展有限公司擅自在汨罗江河口段鲶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内违规开展河
道底泥及采砂尾堆清理作业。

“根据保护区有关规定，每年 3月至 6月特
别保护期中，不得从事可能对保护区内生物资
源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督察人员介
绍，该保护区除了水产种质资源保护鱼类鲶之
外，还分布各类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310 余种，
包括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濒危动物。

部分欧美黑杨清退区域未修复
违规种植死灰复燃

上世纪 80 年代，欧美黑杨被引入洞庭湖
区栽种，作为造纸用林。欧美黑杨种植需要
大面积挖沟抬垄，湖区浅水、滩涂大幅缩减，
严重破坏湿地自然形态；加上欧美黑杨生长
对水分和养分需求较大，会加速洲滩湿地旱
化。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对湖南省的督
察反馈意见中指出，欧美黑杨大面积种植，严
重威胁洞庭湖水生态环境安全。

2017 年，湖南省制定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杨树清理工作
方案，要求到 2020 年底前全部清退自然保护区内欧美黑
杨，并同步开展退林还湿、平沟还水等生态修复工作。

然而，记者近日随督察组在益阳市南洞庭湖省级自然
保护区看到，欧美黑杨虽已基本清退，但平沟还水等生态修
复工作基本未开展。保护区内沟垄密布，垄上干涸，沟内杂
草丛生，只有少许浅水存于低洼处。据统计，目前自然保护
区内仍然保留挖沟抬垄面积约 18.3万亩。

专家认为，在湿地保护区挖沟抬垄，彻底改变了湿地区
域的洲滩和水下地形，改变了湿地植物、鱼类和其他野生动
物的生境，威胁水生生物和鸟类的生存环境。

更不可思议的是，保护区部分已完成欧美黑杨清退的区
域，又违规复种了大量林木。记者在现场看到，岸堤沿线 200

米内、原先为种植欧美黑杨而开凿的沟垄上，排布着枫杨、旱
柳等林木，每棵树间隔 3米左右，当地人说已经种了两三年。

督察组近期暗访时发现，保护区内有挖土机仍在作业，
一些工人正在挖坑种树。

本该退林还湿，为何要在砍树的原位置种新树？经调查
了解，2017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间，在当地政府组织清
退保护区内欧美黑杨的同时，益阳沅江市水利部门擅自签订
25份租赁合同，将本应实施生态修复的 2.1万亩欧美黑杨清
退区域出租给个人，违规用于枫杨、旱柳等林木种植。

记者逐一查阅合同，土地年租金为每亩 20元至 80元不
等，承租面积少则几十亩，多则上千亩，合同最晚到期时间
为 2036 年 12 月 31 日。一名承租人告诉记者，承包就是为
了种树，等成材后卖给造纸厂。

“清理保护区内欧美黑杨，主要是为了退林还湿，通过
生态修复逐步恢复近自然湿地形态，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督察人员说，当地清理整顿工作不彻底，原址种树缺少方案
论证、行政审批等环节，违规种植死灰复燃。

整改不能讲条件、打折扣、搞变通

督察组指出，益阳、常德、岳阳等地对洞庭湖湿地生态
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整改工作不严不实，违规种植、违
法采砂屡禁不止，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目前，孟姜垸洲滩已全面停采。下一步，常德市将对全
市河湖采砂及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全面回头看，
完善勘界立标，梳理风险隐患，列出问题清单，对发现的问
题坚决彻底整改。

针对督察发现的汨罗江河口段鲶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内违规作业问题，岳阳市表示将全面排查，狠抓常态
监管，加强长效管理，坚决杜绝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针对督察组指出的退林还湿半途而废等问题，益阳市
政府表示，将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典型案例整改方案，明确
整改时限，逐条对账，加强跟踪督办。

督察组认为，加强洞庭湖湿地的保护修复，相关地方和
部门应提高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加大对相关生态
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系统治理、综合治理、协同治理，
避免前期已经出现过的问题久拖不决、整而未改。

督察组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
续督察工作。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新华社长沙 5月 19日电）

文化“活”了旅游“火”了

牛肉丸、朥饼、糖画……潮州美食非遗集市上，形形
色色的潮州传统美食香气扑鼻、“潮味”四溢。马来西亚
游客颜泳和今年第二次来到潮州，“感觉吃不够！以后我
还会经常过来。”

游客一边品尝美食，一边与潮州饮食工作者、非遗传
承人互动交流，一口非遗糖画、一杯潮汕工夫茶，串联起
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

内蒙古鄂尔多斯，柔软精致的羊绒制品不仅是游客
常买的“伴手礼”，而且还能让游客亲身体验其制作过
程；浙江宁海，赏花线路与采茶研学、读书活动、绘画艺
术有机结合；在上海，访问各大博物馆的观众中，超过
50%是 35 岁以下年轻人，超过 60%是“拉杆箱一族”，
85%以上会在博物馆内或周边商圈购物……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深度融合，让旅游业既服
务美好生活，又促进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宁海通过油菜花节、桃花节、樱花节三大花节，
累计吸引游客20余万人次，带动实现旅游收入1350余万元。

目前，鄂尔多斯“绒都小镇”126户商户已和 181家旅
行社签约，2023年实现线上线下销售额超过 4000万元。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7.6% ；国 内 游 客 出 游 总 花 费
1668.9亿元，同比增长 12.7%。

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麻绍勤表示，文化是旅
游的灵魂。在挖掘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强化地域文
化与旅游项目的深度融合，为旅游发展持续注入活力。

科技赋能打造更炫消费新体验

用国际天文项目“退役”材料制成艺术装置，将海量
天文数据转为可视化的图像，以互动性强、更直观的方式
展现科学家与艺术家对宇宙的理解……

上海天文馆的展览“宇宙考古—探索时空的科学艺
术之旅”日前向公众开放，给参观的游客带来震撼体验。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给游客带来更多更炫的消费新
体验，沉浸式智慧化是其中的新亮点。

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浸体
验”让石窟艺术得到全新演绎；“5G 大运河沉浸式体验
区”成为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人气最旺的“打卡”
点；潮州涵碧楼引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
景，讲活红色故事……

如今，5G+智慧旅游应用已覆盖风光旖旎的名山大
川、历史文化厚重的文化遗产和古镇古城、“烟火气”十
足的特色街区、精彩纷呈的戏剧演出以及悠然而又活力
四射的现代乡村。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包括上海天文馆在内
的全国首批 42 家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吸引消费
者超 430万人次，实现消费总额超过 2.2亿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随着 5G、人工智能、

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科技赋
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正不断展现出生机勃勃、潜力无
限的广阔前景。

个性化与多元化场景丰富

徐汇西岸，是正在举办的“2024上海（国际）花展”的
一个会场。滨水空间咖啡香与花香四溢，骑行、轮滑、攀
岩、篮球等各类体育运动场地客流“爆棚”。

游客周婷说：“我们一家人来这里，老人想看看花，
小孩子想玩轮滑，我想坐下喝杯咖啡，每个人的需求都不
一样，但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

随着游客需求更多元化、个性化，文旅消费场景不断
突破“边界”，客源地、目的地也更加多元。

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区，“暖城七点半”春夏文旅消费
促进活动给赛车小镇注入夜间生命力。小镇推动体育与
旅游融合，培育水上运动、低空飞行等新业态，吸引更多
年轻人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和夜游。

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杨蕴丽认为，当下
消费需求内容日趋多样化，餐饮、旅游、零售、商圈、文娱、
数字化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旅游业态正在日益多元化。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介绍，从该平台“五一”
订单同比增速看，县域市场高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
高于一二线城市。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2024 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国内旅游收入将分别超过 60亿人次和 6万亿元。

戴斌说：“广大游客消费需求的变迁，正在倒逼旅游
从业者以全新的理念看待今天的旅游业。我们要着力完
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9日电）

5 月 17 日至 19 日，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活动在四
川成都举办，500 余名科幻作家、学者、从业者和科幻迷共
话前沿科技、畅想宇宙未来。中国科幻产业正经历哪些变
化和机遇？科幻“想象力”如何变成“生产力”？记者和与会
科幻大咖们聊了聊这些问题。

■ 从文学类型到产业生态 科幻版图不断扩大

《我们的元宇宙》《萌爷爷讲生命故事》……与第十五届
华语科幻星云奖套开的 2024 少儿科幻大会，接连举行了 8

场少儿科幻图书签约仪式或新书发布会、推介会。
“少儿科幻整体呈现出创作量与出版量双增长趋势。”

儿童文学研究学者崔昕平指出，2023 年度，少儿科幻图书
出版物（初版）种数达到 209 种，较 2022 年度增长了近一
倍，其中，本土图书达 166种。

4 月 底 发 布 的《2024 中 国 科 幻 产 业 报 告》显 示 ，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而

2016 年首次统计时，这一数字仅为 100 亿元。8 年来，科幻
产业已经形成了科幻阅读、科幻影视、科幻游戏、科幻衍生
品、科幻文旅五大典型业态。

“科幻本身的形式和内容都蕴含新质生产力的因素，给
许多产业带来启发和机遇。”科幻作家韩松对此有深切体
会，“我的作品被制作成了漫画、游戏、动漫电影，这种体验
是单纯文字不具备的，向综合发展是科幻今后的趋势。”

近年来，以《三体》《流浪地球》破圈出海为代表，科幻生
产的产量和质量不断上升，科幻小说、电影、游戏、文旅等多
元业态蓬勃发展，科幻产业的辐射效应明显增强。

■ 从科幻 IP到科幻地标 产业新业态加速涌现

今年以来，由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短篇小说《开光》改编
的先锋实验戏剧正在德国巡演。“科幻奇观化、思辨性、沉浸
式的美学与叙事适合进行跨媒介形态的开发。”陈楸帆告诉
记者，他还在与文旅地产项目深度合作，将科幻叙事与科技
设计、实景演出及娱乐体验相结合。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更加关注人与科技
的关系。科幻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驱动力，正在赋能越
来越多的产业和项目。”科幻内容生产机构“未来事务管理
局”创始人姬少亭发现，这几年，科幻的跨产业特征愈发明
显，公司的业务对象从生活用品到商业建筑类型广泛。

从科幻 IP 的转化到“科幻+文旅”“科幻+教育”……科
幻的产业链条不断拓展延伸，并与其他行业产业碰撞融合，
形成新的业态。北京首钢园，成都郫都区，重庆钓鱼城……
当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押宝”科幻这一产业驱动力，打造
科幻地标、科幻之城，把“科幻力”真正落地为“生产力”。

成都市郫都区科创新城科幻大道旁，总面积千余亩的世

界科幻公园中央，坐落着本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主场地——
“星云”造型的成都科幻馆。自今年 1月底正式开馆以来，这里
已接待公众超 25万人次，成为市民参与科幻活动的重要载体。

“通过科创、科幻、科普融合，促进科幻文化融入城市文
化。”郫都区科协主席白云介绍，郫都区制定“科幻产业中心
十年行动计划”，聚焦科幻 IP运营、科幻影视等“科幻+产业”，
签约引进一批重大科幻产业项目和科幻机构，截至目前，全区
累计培育科幻企业 50家，泛科幻产业规模近 40亿元。

■ 从想象力到生产力 面向未来的科幻新动能

“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现！”19 日上午，出席本届
星云奖的科幻作家们参观了位于成都的新一代人造太阳

“中国环流三号”，并与科研人员交流。这一核聚变装置，去
年实现了 100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运行。

从“海洋石油 982”钻井平台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
程与技术中心，近年来，大国重器、科研院所接连向科幻作
家敞开大门。多位专家表示，科技发展和科研突破为科幻
创作提供不竭的创意灵感，科幻创作者提出的想法和可能
性，也启发和促进着真实科研工作的开展。

“国家大力发展的未来产业中，很多都是非常科幻的产
业。人工智能、量子科学、脑科学……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
中暂时还没有接触到，但是在科幻作品中常见的产业。”科
幻学者三丰说，在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科幻文化起到预演
或推演的作用，让大众提前知晓新技术将带来的影响。

专家表示，将想象力转变为新质生产力，还要为创业者创
造更多同科技专家、科幻作家交流的机会和渠道，让更多有价
值的创新以产业进化的方式、社会进步的方式开花结果。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9日电）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今年 5月 19日，
聚焦这一主题，我们迎来第 14个“中国旅游日”。

411年前的 5月 19日，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从浙
江宁海出西门，“打卡”天台山，播下泽润后世的旅
游产业种子。以此为由来、于 2011年设立的“中国
旅游日”，见证着中国旅游业快速成长、发展勃兴。

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既关
乎人间烟火，又连接“诗和远方”，旅游业日益成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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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中的旅游业，促消费、扩内需。
行万里路，铺就万亿产业。数据显示，2023

年国内出游人次 48.91亿，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91万亿元。

“尔滨”又“整活”，网民喊话的北境羽绒服
“奔现”了。冬季“尔滨现象”火爆时，有网友建议
哈尔滨打造寒地服装产业，品牌就叫“北境”。眼
下，在哈尔滨市宾县，新成立的哈尔滨北境服装
有限公司正抓紧建设厂房，预计 10月投入生产。

甘肃天水麻辣烫、山东淄博烧烤、河南许昌
胖东来……旅游让一座座城市不仅在国内“出
圈”，更吸引着世界目光。在旅游业的带动下，
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人流如织的市面、喧嚣的建
设工地，生动展现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一业兴，百业旺。衣食住行游购娱，旅游业
是串起一二三产业的综合性产业，与其相关的
上下游产业超过百个，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
抓手。今年一季度，文旅市场服务消费快速增
长。随着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旅游带动的
特色服务型消费仍有巨大成长空间。

发展中的旅游业，让绿水青山更好变为金
山银山。

门前是漫如云霞般的花海，身后是挂着红
辣椒的小院，家住小兴安岭深处的林场退休职

工刘养顺，又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段。大森
林、大氧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砍了大半辈
子树的刘养顺开起农家院，生意越做越火。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旅游业为
青山绿水的守护者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长江流域
恢复“水清岸绿、鱼跃鸟飞”，古晋阳胜景“汾河
晚渡”重现，云南洱海“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
弦万古琴”的美景常驻。大美中国点燃亿万旅
游者的热情，要以旅游业为驱动，推动实现高水
平的保护和发展，将良好生态环境持续转化为
普惠的民生福祉。

创新中的旅游业，探索人文与经济的共生
共荣之道。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
体，让人们能够藉此追寻内心充裕、精神富足。

在西湖边体验茶艺、在孔府观皮影戏、在乌
苏里江畔制作鱼皮画。今年“五一”假期，已纳
入监测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夜
间客流量 7257.58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去年同
期增长 6.9%。

进入旅游旺季，故宫博物院、殷墟博物馆等
“一约难求”；朝鲜族农乐舞、侗族大歌等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让人如痴如醉；“村晚”“村超”等
乡村文化 IP 火爆上演……历久弥新的中华文
化，赋予旅游业不竭的创意源泉和发展动力。

研学之旅、寻根之旅、红色之旅……文化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让游客饱眼福、长见识，
徜徉中华文明长河，在深邃厚重的家国情怀中，
见贤思齐、陶冶心灵。

旅游发展正当时，且以诗意向远方。蓬勃
发展的旅游业，让人们共赴远方、品味美好，为
中国发展注入新活力、打开新空间。

新华社记者（据新华社哈尔滨 5月 19日电）

在“诗与远方”里壮大幸福产业

文旅融合 科技赋能 个性多元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想象力”变“生产力”

科 幻 产 业 点 燃 未 来 引 擎

今年 5 月 19 日是第 14 个“中国旅游日”。

从多地举行的惠民文化旅游活动看，文旅深度

融合，科技赋能不断打造消费新体验，多元个性

化需求助力拓展消费新场景等，正逐渐成为当

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5 月 19 日，游客在江苏扬州瘦西湖风景区游览（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孟德龙 摄）

5 月 18 日，游客在成都科幻馆内选购科幻周边产品。
新华社记者 杨 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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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法 采 砂 挖 空 2000 多 亩 洲 滩 ，本 应 水 草 葱
郁 的 湿 地 沟 垄 密 布 ，部 分 应 修 复 区 域 违 规 复 种
林 木 …… 近 日 ，“ 新 华 视 点 ”记 者 跟 随 中 央 第 五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在 洞 庭 湖 区 走 访 发 现 ，多
个保护区存在破坏湿地生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