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定走好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旅游强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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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共享美好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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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5月17日召开，会上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旅游工作
作出的重要指示。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最
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
源国和主要目的地。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快建设旅游强
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干部群众和文
旅工作者深感振奋，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关于旅游
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定走好独具
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不断开创旅
游发展新局面。

在大会现场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
司长单钢新倍受鼓舞：“新时代的旅游，
已成为大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此
次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指示，令我们文化和旅游工
作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们将
深入践行旅游为民理念，不断推进旅游
高质量发展，让广大海内外游客通过旅
游，更好地感受中国的山川之美、文化
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

旅游业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
业。

黑龙江漠河北极村，多年前还是一
个边陲小村。现在，这里已发展成旅游
胜地，超 500名村民自主创业经营农家
乐和民宿。

“旅游业是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
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北极村人有着
切身体会。”北极村雪人木屋民宿老板
史瑞娟介绍，当地结合地域优势发展特
色旅游，不少村民当起老板、导游和摄
影师。“旅游改变了北极村。我们要更
加珍惜边塞风光、冰雪资源，让旅游长
久造福边疆人民。”

初夏时节，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深潭口碧水荡漾、龙舟竞渡、游客
熙攘。

“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
旅游发展之路”，总书记对我国旅游业
发展成就的肯定，使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孙雄明确了下
一步的工作重点：“西溪湿地多年来坚
持‘以绿色为底色，以文化为灵魂’发展
旅游，我们将通过数字化改革实现资源
管理的精细化和生态保护的智慧化，加
强文化挖掘展示，推动科技、文化与旅
游融合发展，努力让绿水青山更美，把
金山银山做大。”

“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
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令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印象深刻：“统筹五对
关系，体现了深邃的系统思维和辩证

法，在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
须处理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
新时代新征程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的
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我们要
按照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凝心聚力，向
旅游强国目标不断迈进。”

广西桂林，被视为“城市名片”的象
山景区 2022年正式全面免费开放。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后，景区
总经理何金桃反复琢磨着如何“让旅游
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更加认
识到旅游发展与服务人民息息相关。
我们要继续在提升服务质量上下功夫，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旅游，为人民群众打造宜
居城市。”何金桃说。

贵州榕江的“村超”球场内，烟花升
腾、游客云集。从群众的“乐子”到振兴
乡村的“路子”，见证“村超”变化的榕江
县古州文化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孙国秀感慨良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旅游业更好‘促
进经济发展’，这让我们干劲十足。‘村
超’是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一种新产
物，我们将努力让‘村超’长红，通过旅
游业助力城乡建设发展。”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气势恢
宏、融通古今。“总书记强调旅游业‘构
筑精神家园’的作用，为云冈石窟发展
旅游提供了重要指引。”云冈研究院文

旅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崔晓霞说，“云冈
石窟是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来到这里旅
游，也是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的过程。我们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通过加强讲解、活化文物等方式，增
强游客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自信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的关心
关怀，也让中旅旅行所属国旅总社英文
导游万玉君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深的
认识：“作为一名入境英文导游，能通过
我的工作把中国文化的魅力展示给全
世界，并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
尊重，我感到无比荣幸。做好导游工
作，就要搭建起中外交流的桥梁，让更
多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分工协
作、狠抓落实。

“总书记要求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行稳致远，湖南要坚持守正创新、提
质增效、融合发展，担负起这一使命任
务。”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李爱武
说，“第三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 9
月举办，我们要以大会为抓手，加快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推进文化创意
旅游产业倍增计划，为加快建设人民
满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强大国际
竞争能力的旅游强国贡献智慧和力
量。”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5 月 18 日 拍 摄 的
“大桥海风”号（无人机
照片）。

当日，由中铁大桥
局和招商工业共同研制
的最新一代 2000 吨自
升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

“大桥海风”号在江苏南
通交付。“大桥海风”船
长138米，船宽53米，拥
有4根131米高的桩腿，
多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新华社发
（许丛军 摄）

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记者 杨
湛菲 蔡馨逸）2024年“5·18国际博物
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18日在陕西西
安举行。记者从活动开幕式上获悉，
国家文物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2.9亿人次，
创历史新高；举办展览4万余个、教育
活动38万余场；全年新增备案博物馆
268家，全国备案博物馆达到6833家。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
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开幕式上，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
李群表示，要统筹推进不同地域、层
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建设，持续推
出高品质文化供给，满足群众文化需

求，打造人民群众终身教育场所。国
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五批123家国家一
级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总数达到
327 家；公布了第二十一届（2023 年
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
名单；举行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开
馆暨“秦汉文明”系列展览揭幕等活
动。

本次活动还配套举办主题论坛、
青年论坛、策展人论坛和秦汉文明国
际学术研讨会等。全国各地围绕国际
博物馆日主题，开展数千场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活动。据悉，2025年“5·
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举
办城市为北京。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18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今年 1至 4月，全国铁路
发 送 旅 客 13.7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2.9%，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今
年以来，国铁集团积极适应我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人员流动加速的形势，
加强旅客运输组织，优化旅客列车开
行方案，丰富客运产品供给，落实便民
利民服务举措，有力保障了旅客平安、
有序、温馨出行，积极助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1至4月，铁路部门加大客运能力

投放，充分用好铁路 12306系统大数
据，动态掌握旅客出行规律，及时在重
点地区和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全
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0483列，
同比增长13.8%。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提升
客运服务品质，积极推广计次票、定
期票、旅游套票等新型票制服务，目
前计次票、定期票已覆盖 60条线路，
旅游套票已覆盖 10 条线路；加强旅
客乘降组织，实行便捷换乘的车站达
120个；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的车站
增至 80 个，实施列车餐饮提质专项
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记者 彭
韵佳）据国家医保局 18日消息，目前
已有 22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实现了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
济，9个省份将于今年年底前实现医
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家庭共济。

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是指参保
人在参加了职工医保后，通过办理职
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将个人账
户授权给已参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
使用，比如用于支付合规医药费用中
的个人自付部分等。

目前，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
个基本医保统筹区（通常是同一个地
级市）可以共济；实现省内异地共济是
指共济人和被共济人在同一个省份参
保，但不在同一个统筹区，也可以共济
给亲属。

已经实现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
共济的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苏、福
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
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在河
北、江苏等地，职工参保人个人账户的
余额不仅能共济给省内异地参保的直
系亲属，而且共济的资金还可以跨省
使用。

据介绍，浙江、河南、山东、广东部
分实现了省内共济，将于今年年底前
全部实现，安徽、陕西近期很快将实现
省内共济，辽宁、黑龙江、湖北将于今
年年底前实现。

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个人账户
家庭共济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参
保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参加了基本医
保（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二是
参保人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
庭共济”。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
众号、官方网站等的“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家庭共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办
理，具体途径由各统筹区医保部门向
社会公开，同时线下医保大厅也可办
理该项业务。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宋晨）2023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 5362亿元人民
币，较2022年增长7.09%。

5月 18日，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
会在京发布《2024中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这是记者
从白皮书中了解到的信息。

白皮书显示，2023年我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增速总体好
于 2022 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各
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对卫
星导航设备及时空数据的需求开始

释放，为北斗时空信息应用与服务市
场发展注入了活力。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于
贤成介绍，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领域相关的企事
业单位已接近 2 万家，从业人员近
百万；在境内上市的业内相关企业
（含新三板）总数为 90 家。知识产
权方面，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卫星
导航专利申请累计总量（包括发明
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已突破 11.9
万件，同比增长 4.84%，继续保持全
球领先。

2023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2.9亿人次
创历史新高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亿人次

20多个省份实现医保个人账户
省内异地家庭共济

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
2023年总体产值达5362亿元

福建省晋江市 13岁肢残少年王同
学的家最近完成了无障碍改造。长期
靠轮椅活动，王同学原本连开个灯都
得爸妈帮忙，如今电灯、窗帘等通过语
音或者手机就能遥控，家里还专门安
装了智能监控设备，爸妈可以放心出
门。

小小“黑科技”，让家里变了样，也
让生活有了幸福的模样。王同学如今
的生活日常是我国 8500 万残疾人同
沐暖阳的缩影。5月 19日是第三十四
次全国助残日，主题为“科技助残，共
享美好生活”。让我们聆听那些爱与
奋斗的故事，感受残疾人事业发展中
澎湃的科技力量。

康复身体，恢复希望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
使我国近 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
语，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在
5月 14日中国残联举办的助残日主题
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康复是生命的重建，是残疾人最
迫切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
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2021 年至
2024年 4月底，全国共有 2769.76万人
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531.98
万人次残疾人得到辅具适配服务，残
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 85%
以上。其中，146.31 万人次残疾儿童
得到康复救助，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
救尽救”目标。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残疾人辅助
器具领域新产品不断面世。

戴上机械手臂，实现“手随心动”；
坐上智能轮椅，上下楼梯来回自如；植
入人工耳蜗，世界再也不是“悄无声
息”……科技感满满的各类辅具，助力
残疾人更好自立生活。

此外，借助科技力量，各地康复服
务愈发精准、高效。

在山东，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
助残“一件事”主题集成服务，线上申
请服务流程进一步调整优化，申请救
助更加简洁便利；

在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当地残
联为有迫切需要的残疾人配置“家庭
生命体征监测管理系统”等智能化设
备，打造“医院与家庭同步”的居家康
复新模式；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当地建
立“物联网+”康复之家，为残疾人提
供医疗健康、康复训练、辅具租赁等服
务，实现助残“智慧化”、服务“管家
式”、送康“家门口”。

融入社会，生活无“碍”

牵着一只既萌且酷的智能导盲
犬，在万众瞩目之下，视障姑娘蔡琼卉
安心地完成了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
递。这是亚残运会史上首次用智能导
盲犬来辅助视障火炬手传递圣火。

杭州亚残运会期间，“小西”和“小
湖”两只电子导盲犬也在盲人足球比
赛场地拱墅运河体育公园体育场“上

任”。他们不仅把场馆地图铭记在
“心”，还能“听懂”中英双语指令，自
动规划出最优行进路径。“由它带着我
们，再也不用担心找不到方向了。”有
残疾人运动员感慨。

科技助力之下，残疾人融入社会
的方向更清晰、渠道更宽广，进一步感
受到生活中的魅力和美好。

高德地图研发“轮椅导航”功能，
规划的路线尽量避开台阶和陡坡路
段，已累计提供 5000余万次路径规划
服务；腾讯视频开通“无障碍剧场”专
区，自动识别通过“语音读屏”进入的
用户，将剧场入口置于其页面显著位
置；一些触觉反馈无障碍技术将手机、
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的震动时长、频
率和强度进行组合，向视障用户传递
差异化信息……

从 2021年到 2023年，2577家与老
年人、残疾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网站和
App 进行了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助
力跨越“数字鸿沟”。

科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
逐步去除着曾经横亘在残疾人面前的
各种障碍，努力践行着“一个都不能掉
队”的目标。

逐梦前行，书写精彩

一位顾客打开无人售货柜成功购
买商品。数百公里外，天津创美助残
基地，听障人士王洪媛、王洪良姐弟俩
认真盯着电脑屏幕，仔细对比顾客收
货前后货架商品变化。鼠标轻点，无

人售货柜购物环节顺利完成。
王洪媛和王洪良都是听力一级残

疾，主要负责审核无人售货柜反馈的
视频、图像、重量等信息，通过比对判
断顾客购买物品的种类、数量，生成商
品订单并扣取相应费用。

“听障人士对图像更敏感，审核
速度也更快。”对于这份工作，王洪媛
自觉“游刃有余”。两人如今只需 3
秒左右就能完成一单审核。单量多
时每天可以完成 2000 多单的审核工
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残疾人
生活状况、实现自我价值的关键。

近年来，中国残联等部门积极开
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相关行动。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
人数为 906.1 万人，仅 2023 年一年就
新增 54.4万人就业。特别是伴随着科
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诸多新职业随之诞生，残疾人的就
业范围进一步扩大。

直播间里，残疾人主播热情洋溢，
回应着网友的提问；录音设备前，残疾
人有声演播者用声音演绎着一个个动
人故事，开启“声不息、梦不止”的人
生新篇；电脑前，残疾人网店店主用心
经营，备货、发货熟练操作……以互联
网和数字技术为新的支点，许多残疾
人实现“云端”逐梦。

当科技“硬核”力量与人文“温情”
相融，越来越多残疾人享受到科技发
展的红利，在人生舞台书写精彩。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5月18日，在贵州省
黎平县尚重镇洋洞村，
村民牵着耕牛前来参加
牛耕活动。

5 月 18 日至 19 日，
贵州省黎平县举办第八
届牛耕文化节。当地农
民牵着耕牛来到梯田，
向游客展示当地传统农
耕文化。文化节期间还
将举办芦笙舞会、参观
种子博物馆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