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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引导青联委员提供创业就业帮

助。深入学校、社区开展“千校万岗”、
大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开展大学
生实习“扬帆计划”“春晖行动·风筝计
划”工作，组织 25 个委员单位共提供
就业岗位 218 个。

积极搭建学习平台。主动联系杭
州、佛山等地青联、青企协，为我州青
企协会员单位发展提供平台，并签订
了产业合作协议。积极推荐优秀青年
科技人才，为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搭建平台、畅通渠道。

大力选树青年典型。充分发挥青
年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宣传符
合时代特征的优秀青年先进事迹和奋
斗历程，用榜样的力量影响青年、教育
青年、引导青年。2020 年，推荐了我州
34 名州青联委员为省青联十一届委员
会委员人选，其中 5 名委员为常委，1

名委员当选省青联副主席，1 名委员当
选全国青联常委。

发挥青联优势，
助力乡村振兴全面发展

充分发挥青联组织优势。积极组
织引导青联委员到贫困地区开展脱贫
攻坚帮扶工作，先后组成了 17 个工作
组，结对帮扶贫困村 17 个，服务青年、
群众3万余人次。近年来，共开展走访
慰问、捐赠助学资助等帮扶活动 700 余
场次，帮扶资金共 360 万余元，提供就
业企业181家，提供就业岗位2422个。

广泛联系爱心组织。联系浙江东
阳义工协会、浙江省玉环市清港小学、
北京志愿者组织等爱心学校、企业和组
织开展爱心助学活动，共投入帮扶资金
41.5万元，用于资助留守儿童和贫困学
生。加强与“黔东南州爱心义工协会”

“黔东南州青鸟公益联合会”“黔东南州
心理健康协会”的沟通联系，引导社会

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爱心助学、关爱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等方面工作，让新兴社
会团体助力我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加强对口帮扶城市青联联系。加
强与杭州市、佛山市青联的联动，组织
两地青联开展座谈 5 场次，为黎平、榕
江、施秉等县捐赠运动鞋及乒乓球、篮
球、羽毛球等体育器材爱心物资，共资
助物资和资金 20 万余元。

充分调动青联委员作用。广泛开
展捐资助学、主题党日、走访慰问等活
动，积极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推进民族地区基层组织建设、
乡村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先后动员
组织青联委员赴从江县贯洞镇、刚边
乡慰问留守儿童和精准贫困户，看望
慰问 525 名留守儿童和 320 户贫困户。

加强组织建设，
扩大青联对外交往交流

五年来，黔东南州青年联合会始

终坚持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多渠
道地发展同国内外青年组织之间的关
系，不断拓展对外交流渠道。先后接
待了我国香港、澳门以及老挝、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内外各类青年
友好交流访问，开启了我州青年与外
界青年的交流对话之桥，宣传推介了
我州特色民族文化，让世界进一步了
解黔东南浓郁的民族风情。同时，选
送青联委员赴香港、台湾等地学习，与
当地青年组织、司法界、企业界进行广
泛接触，建立友好关系，增进了青年之
间的友谊，扩大了黔东南青联的对外
交流空间。

新起点，新目标，新征程。黔东
南州青年联合会将继续以实际行动
奏响青春最强音，团结带领全州各族
各界青年在建设新时代锦绣黔东南
的征程中奋勇争先，谱写更加绚丽的
青春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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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赋 能 ，共 享 美 好
—— 写在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之际

○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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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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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9 日电（记者
田晓航）5 月 20 日将迎来小满节气，
此后气温升高明显、降水增多，容易
产生湿热之邪。中医专家提示，小满
节气养生要注意防热防湿、护脾养
心，从而安然度夏。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
病中心赵玉清博士介绍，小满之后，
由于天气逐渐闷热潮湿，人容易出现
头昏沉如裹、胸闷、嗜睡、身体困重、
肢体倦怠以及皮肤湿疹、瘙痒等表
现。同时，湿邪最易损伤脾胃，进而
导致脘腹痞闷、纳差、口苦口黏、多汗
但汗出热不解等不适。

赵玉清说，这一时期宜选择具有
健脾利湿、清热祛湿、养阴作用的食
物，如苦菜、赤小豆、薏苡仁、绿豆、冬
瓜等；同时，为防止发生湿疹等皮肤
疾病，应适当节制肥甘厚味、生湿助
湿、辛辣助热食物的摄入，如生蒜、辣
椒、海鱼、羊肉等。

“小满节气养生还要做到起居追
太阳、着装不沾湿、运动不大汗。”中
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中心
主任张晋说，这一时期气温日差仍较
大，早晚仍会较凉，加之空调的使用
逐渐频繁，切忌贪凉卧睡，同时宜早
起晚睡（23 时前），以保持精力充沛；
衣着可选择透气性好、棉质、能吸汗
的浅色衣服，防止吸热过多的同时又
可避免湿邪郁遏；还可适当运动，但
需避免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夏应心而养长，养心也是小满
节气养生的重要方面。”张晋说，夏季
心阳旺且气温高，容易出汗、烦躁、焦
虑，而汗为“心之液”，汗出过多，损伤
心之阴阳，使人更加疲惫。

张晋提醒，小满之际需做好自我
调节，保持心情愉悦，切忌乱发脾气，
绘画、书法、下棋、钓鱼、太极拳等活
动可使心气平顺；平时亦可食用莲
子、百合等清心养心、宁心安神药膳。

小 满 时 节 湿 热 增
健 脾 养 心 好 度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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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融合、科技赋能、个性多元
—— 透视旅游消费新趋势

○ 新华社记者

杭温高铁启动联调联试
5 月 18 日，杭州至温州高速

铁路启动联调联试，进入工程验
收关键阶段。杭温高铁线路全
长 260 公里，设计时速 350 公里，
全线设桐庐东、浦江、义乌、横
店 、磐安 、仙居 、楠溪江 、温州
北、温州南 9 个车站。该线路建
成运营后，沿线仙居、磐安、东
阳、浦江等地将结束不通高铁历
史，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促
进长三角城市群联动发展等具
有重要意义。

图为 5 月 18 日，杭温高铁检
测列车驶过浦江特大桥。

（新华社发 吴杰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