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11时06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
功将北京三号C星星座发射升空，4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郑斌 摄）

5 月 19 日，工人在位
于广东珠海的纬景储能珠
海“超G工厂”工作。该项
目是先进液流储能电池及
系统的智能制造中心。

近年来，广东珠海坚
持实体经济为本、创新为
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以产业科技促进生产
力不断向新的质态跃升。
在人工智能、海洋工程科
学技术、新能源综合运用
等领域，推动重点领域示
范应用和加速迭代，帮助
企业持续提高技术产品成
熟度，以“新”提“质”，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李任滋 摄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
——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

“想象力”变“生产力”科幻产业点燃未来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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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进入科技引领发展的时
代，需要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千亿的
体量还非常小，中国科幻产业未来大有
可为。”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
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社会对科幻产
业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将涌现出更多的
作家、更多的作品、更新的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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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松也认为，科幻在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方面扮演着“启示者”“前瞻者”
和“激励者”的角色，“将科幻创意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通
过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推广科幻，培养
出更多有好奇心、想象力、创新力和扎
实科学基础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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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温
竞华、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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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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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活力四射的现代乡村。面向消费者的机器人送餐
服务、无人机外卖、无人机旅拍服务等，已广泛渗透到
旅游休闲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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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后备箱集市、飞机草坪音乐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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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村 BA”、天水麻辣烫、淄博烧烤、平潭“蓝眼泪”……此前相对“小
众”的旅游目的地，不断涌现出新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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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 陈爱平、贺书琛、毛鑫、顾小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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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占地面积约800亩的中
亚公园在西安建成开放，成为西安与中
亚人文交流的新窗口。

2023年 5月在西安召开的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成为双方关系史上的里
程碑，为双方合作搭建了新平台，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崭新时代。一年
来，中国中亚合作快速发展，呈现出全
面推进的良好势头，中国—中亚命运共
同体更加紧密。

通道更联通

从今年4月开始，乌兹别克斯坦中
国旅游发展协会驻中国首席代表高龙
异常忙碌。“从4月的广交会到5月的上
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我们协会一直
都在积极参与经贸与文化交流活动。”
高龙说，现在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向该协会咨询如何在中亚投资，中亚
企业也对拓展中国市场动力十足。

日益完善的交通条件让中国和中
亚国家的交流更加便捷，52岁的高龙
对此深有体会。“1991年我到吉尔吉斯
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留学，那时候从西安
到比什凯克需要6天5夜。由于交通不
便，许多留学生都是两三年才回一次
国。”高龙感慨道，目前西安、乌鲁木齐、
成都等城市开通了飞往中亚的航线，

“拉近”了中国与中亚的距离。“去年通
过我们协会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商务
和旅游活动的有 6000多人次，今年的
人数预计还会更多。”他说。

“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陆上
“钢铁驼队”飞驰不息。得益于中欧班
列的便利服务，2023年中哈铁路货运
量增长22%，达到2800万吨。

在位于西安国际港站的哈萨克斯
坦西安码头，即将运往哈萨克斯坦的中

国制造新能源汽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今年2月，作为中国—中亚峰会重

要合作成果之一，由西安自贸港建设运
营有限公司和哈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
投运，至今已有超过 1.8万吨的货物在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中转。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明显提升了
西安到中亚地区班列的发货效率，正成
为中哈贸易合作共赢的新亮点。”西安
码头运营方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天说。

商贸更畅通

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菊健康
生活体验馆里，来自中亚国家的啤酒、
蜂蜜、饼干、糖果等商品琳琅满目，咨询
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
期前，体验馆首次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冰
淇淋，让许多西安市民有机会品尝不同
风味的夏日清凉。

“这些来自中亚的进口食品，大部
分都是‘坐着’中欧班列回来的。我们
体验馆的销售额中，中亚产品占40%以
上。”爱菊集团副总经理刘东萌说，中
国—中亚峰会召开以来，西安市民对
中亚国家的认识度明显提高，带动了中
亚优质商品的销售。

选购商品后，市民陈锋来到体验馆
的 美 食 街 区 ，点 了 一 份“biangbiang
面”。“听说这里的面条是用产自哈萨克
斯坦的面粉做成的，就想尝尝鲜。”对于
能在家门口体验中亚味道，陈锋说这让
他体会到了开放交流的实惠。

“越来越多中亚地区的商品搭乘中
欧班列来到国内，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
选择。”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袁小军说。

与中亚地区接壤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阿拉山口口岸，每天黎明时分便
开始忙碌。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铁
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 2489列，
同比增长17.1%。

商贸流通，互通有无。2023年底，
32吨延安苹果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口至
哈萨克斯坦，这是延安苹果首次出口至
中亚国家。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公司
今年打算将猕猴桃销售到中亚市场。
公司负责人陈博说：“中亚地处亚欧大
陆腹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中转站开拓
更大的市场。”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止
在农产品。在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于西安的车间内，重型卡车正在
生产线上组装。2023年，陕汽向中亚
国家出口了 7500 多辆车，同比增长
110%。

越来越多的日用百货、机电设备、
电子产品、农副产品等“中国制造”正在
走向中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与
中亚五国贸易额达894亿美元，同比增
长27%。

民心更相通

22岁的迪娜孜将于今年 9月来到
西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西安，到时候不仅
可以在先进的实验室做研究，也可以领
略古城西安的文化，品尝街头巷尾的美
食。”迪娜孜对即将踏上的异国求学之
旅充满期待。

2023年 10月 12日，西北工业大学
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
设立的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
正式启用。迪娜孜是该分校招收的第
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将获颁西

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
立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是
双方教育交流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同
中亚国家人文合作不断深化的缩影。
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留学的主要
目的地之一。

霍尔果斯，中国向西开放的口岸和
商贸中心，地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上午10点多，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办证
大厅外，游客已排起长龙。来自中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游客络绎
不绝，边境购物旅游红红火火。

在合作中心5.6平方公里的全封闭
区域内，中哈两国和第三国公民无需签
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中
心里每人每日有8000元人民币免税购
物额。

随着中哈两国互免签证协定落地
生效，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合作中心购
物、游玩。

今年 3 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
处正式启动，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了
六国携手谋发展、并肩促合作的坚定
决心。

维夏时节，中亚公园里绿意盎然。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里设有中亚服饰
展销区、中亚特色餐饮街区、主题雕塑
等，吸引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

在19日上午举行的中亚公园开园
仪式上，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执行主
任吴颖钦说：“近年来，象征着中国同中
亚国家友好交往可感可及的人文标记
越来越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新华社西安5月19日电 记者 张
京品、付瑞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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