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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山碧水好生态 红红火火好日子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媒体团抵达三明泰宁，探寻“好生态带来好日子”的幸福故事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服务消费发展作出系统全面部署的政策文件。意见将对老百姓生活产生
哪些影响？如何落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

意见围绕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强化政策保障等6个方面，提出了20项
重点任务，支持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说，出台意见主要目的是通过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释放服务消费潜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服务消费需求。

促进我国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提出了20项重点任务，支持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

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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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日上午，我国
自主研发的大型双发无
人运输机在四川自贡凤
鸣通航机场进行了首次
飞行试验，首飞取得圆满
成功。

首次飞行试验持续
约 20分钟，飞行过程中，
各系统工作正常。这型
无人机翼展 16.1 米、高
4.6 米，具备 12 立方米装
载空间，2吨级商载能力，
是国内目前按照市场需
求研制的最大、全国产化
的大型无人运输机。同
时，飞机还具有易装卸、
高可靠、高安全以及高度
智能化等特点，为我国拓
展航空货运新场景、打造
低空经济智慧物流新业
态提供支撑。

今年以来，文旅消
费领域精彩纷呈。意见
还涉及文化和旅游多项
重点任务。文化和旅游
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马
力说，文化和旅游部将
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丰富消费惠民活动
举措——持续开展全国
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
动，鼓励各地制定实施景
区门票优惠、文旅消费
券、满减优惠等多样化惠
民举措。推进文旅融合
及与促进餐饮、住宿、体
育、数字、绿色、健康消费
等产业一体推进。

提升文旅产品供给
质量——扩大文化演出
市场供给，推出更多精
品演艺项目。加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开发具有地域和民族特
色的文化创意项目。实
施美好生活度假休闲工
程和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行动。丰富数字文化产
品供给，加快发展沉浸
体验、剧本娱乐、数字艺
术、线上演播、邮轮游
艇、房车露营、低空飞行
等新业态。推动文化产
业赋能乡村振兴和城市
发展。

优化文化和旅游消
费环境——开展文化和
旅游领域大规模设备更
新工作，提升文化和旅
游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和
消费体验。宣传用好免
签政策，提升支付便利
化水平，增加多层次、高
品质的入境旅游产品和
服务供给。

2023年底，我国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 ，占 总 人 口 比 重 达 到
21.1%。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
展，推进公共空间、消费场
所等无障碍建设，提高家居
适老化水平……意见对促
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出一系
列要求。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负
责人李永新表示，下一步，

民政部将重点围绕促进养
老服务供需适配、培育养老
服务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加
强养老服务消费保障、优化
养老服务营商和消费环境
四方面抓好工作落实。

李永新说，将创新“智
慧+”养老新场景，运用智能
技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
准的服务；发展“行业+”养
老新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与
物业、家政、医疗、文化、旅

游、体育、教育等行业融合
发展；拓宽“平台+”养老新
渠道，借力平台经济优势，
更好为老年群体提供便捷
化、个性化养老服务。

意见提出支持家政服
务消费。王东堂表示，商务
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深入推
进家政兴农行动，鼓励更多
农村转移就业人口从事家
政服务。为家政服务员提
供免费的线上培训。

此外，还将推动制定若
干关于家政服务领域高质
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例如正
在制定《0~3 岁婴幼儿居家
照护服务规范》和《母婴护
理服务质量规范》两项国家
标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信
用体系建设，依托“家政信
用查”平台，推进电子版居
家上门服务证，方便消费者
直观查验，更加放心地消
费。

餐饮业与广大人民群
众的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同
时也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中占比最大的品类。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
全国餐饮收入 5.29万亿元，
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0.4%，对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28.2%。今年上半年，我国
餐饮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
贸服务业司司长王东堂表
示，接下来将从加快政策落
实落地、着力激发消费活力

和积极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三个方面促进餐饮消费高
质量发展。

“提升餐饮服务品质，
培育名菜、名小吃、名厨、名
店”“培育特色小吃产业集
群”“支持地方开展特色餐
饮促消费活动”……意见对

促进餐饮消费作出明确部
署。王东堂说，商务部将会
同有关部门着力培育餐饮
消费热点，还将培育、认定
一批中华美食街区，推动提
升餐饮业数字化水平，积极
优化餐饮业营商环境，规范
行业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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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培育餐饮消费热点

扩大养老托育、家政服务消费

三方面举措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

如今，旅游业已成
为 泰 宁 县 的“ 生 命 产
业”。据统计，25 年来，
泰宁县旅游人次由74.14
万人增长至 895.2 万人
次，增长了11.07倍；旅游
总收入由 1.72亿元增长
至76.6亿元，增长了43.5

倍。
泰宁县委常委、副

县长饶秀健介绍说，当
前，泰宁县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回乡创业的年轻
人，他们带着爱拼敢闯
的韧劲和外出打拼的经
验，让泰宁的大地上涌

动出一股股乡村振兴的
青春力量。未来将坚持
以游客需求为导向，不
断丰富服务内容、提升
服务品质，精准高效满
足游客的个性化、多元
化需求，努力做到让游
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黄盛腾生于 1969 年，是
地地道道的泰宁县上清乡人，
当了 25 年的竹筏排工，靠着
吃旅游“这碗饭”，黄盛腾家里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应聘排工，还不那么容
易。”黄盛腾回忆，1993年，泰
宁县开始开发上清溪旅游项
目。1994年，上清溪正式开门
迎客，村里招收约 30名排工，
黄盛腾积极报名却落选了。
1997年，随着游客量的不断增
加，排工队伍开始扩招，黄盛
腾又一次报名，“当时干一天
农活挣 25 元，撑一趟排就挣
25元，一天能撑三四趟，是村
里很吃香的工作。可我还是
没被选上，因为不会游泳”。

两次落选，让黄盛腾发誓
不再做“旱鸭子”。为了更好地
服务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
还自学起英语。

1999年，黄盛腾终于加入

排工队伍。撑排 25 年，黄盛
腾亲眼见证上清乡的山变得
更青了，水变得更秀了，村民
的日子变得更富了。

“发展旅游业后，村民生
活大变样了。”黄盛腾细数了
两点变化。一是村民无需外
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
业，越来越多村民做起民俗和
农家乐，连老人也会自制土特
产拿去卖。二是随着旅游业
逐渐发达，村里的基础设施跟
着改善，路更宽广了。

黄盛腾告诉记者，作为一
名排工，他的工资包含底薪和撑
排收益。底薪为600元，撑一趟
排为50元，一天能撑4趟。算下
来，一个月能挣约6000元。黄
盛腾和爱人共撑“夫妻排”，两人
就有约12000元。到了冬春淡
季，他们就会去种植烟草，这也
是村里赚钱的活儿，实现家庭收
入的无缝衔接。

8月的上清溪，正值旅游的黄金期。11日，参加中宣部组织的“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的记者们抵达三明市泰宁县，乘竹筏漂流
而下，看重峦叠嶂、古树翠屏、奇岩怪峰，探寻“好生态带来好日子”的幸福故事。

泰宁县地处闽西北，近年来，泰宁县始终聚焦实现生态环境高颜值与经济发展高素质，大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以旅游为主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县GDP的1/3，旅游收入在农民纯收入构成中占1/4，旅游从业人员占全县总劳动力的1/5，旅游带动脱贫人数
占全县脱贫总数的1/3。昔日山区小县，如今变为“旅游旺、城市美、文化兴、生态优、百姓富”的新泰宁。

年轻人回乡创业 泰宁涌动青春力量

共撑“夫妻排”日子越过越红火

记者们顺着蜿蜒清澈的溪水漂流而下(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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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机成功首飞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