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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首届智慧农业博览会在潍坊完美落幕

  景区门票售罄，火车票“秒没”，大学生
“特种兵式旅游”，挑战24小时吃遍一座城……
近段时间以来，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一些地方
出台支持消费政策，民众出游意愿高涨，全国旅
游消费市场热度飙升，在“五一”假期达到最高
峰，旅游业即将迎来“大考”。
  要想答好考题，给游客舒适的旅游体验，需
要多方努力。首先是旅游市场要提供更丰富的消
费产品，满足不同人群的多元需求。当前，多层
次市场需求催生出更多新业态，人们已经不满足
于单纯的走马观花、浅尝辄止的跟团旅游，而是
转向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更加注重品
质。这就要求文旅部门转变思维观念，策划精品
路线，推出文创衍生产品，探索“旅游+”多领
域的融合发展，以精细化、个性化的文旅产品打
开新需求。利用抖音、小红书等新媒体平台创新
宣传形式，在“引得来，留得住”上做文章，促
进当地旅游业长远发展。
  游客激增，考验着各方的承载能力，需要地
方政府有关部门高效协同，通力配合做好假日保
障工作。景区要提前对硬件进行升级，提升运营
能力，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控制
游客数量，确保大家有一个好的游玩体验。交通
部门优化假日措施，加大运营班次。市场监管部
门也要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打击欺客、宰客和不
合理涨价现象，保障游客合法权益，真心实意为
广大游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作为游客来说，出行前要关注最新消息，合理
规划线路和时间，错峰出行。当然，假期去哪不重
要，心情好不好才是最关键的，也不要执着于人山
人海的热门城市和景区，可以把目光放在近郊游、
乡村游上，追求家门口的“诗和远方”。

  “五一”假期临近，面对出游的人们，各地
准备得怎么样了？记者在陕西、四川、山东等
地调查了解到，围绕游客对旅游安全和品质
的诉求，文旅部门和景区正在行动起来，力争
为游客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出行环境。记
者了解到，多地文旅市场将在“五一”假期迎
来强劲复苏，跨省游、省内游、近郊游、乡村游
都成为热点，热门城市和景区也监测到相关
情况，并做好保障预案。   （据新华社）

旅游市场复苏
要引人更要留人

□本报评论员 刘福文

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在全国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国务院安委会近日印发《全国重大事故
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部署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面排查整改重大事故
隐患，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此次专项行
动从即日起开始，至2023年底结束，分为动员部
署、企业自查自改和部门帮扶、部门精准执法、
总结提高四个阶段。
　　方案紧紧围绕“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
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
和能力水平”狠下功夫，突出煤矿、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含道路、铁路、民航、
水上交通运输）、建筑施工（含隧道施工）、消
防、燃气、渔业船舶、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兼

顾新业态新领域，聚焦可能导致群死群伤的重大
事故隐患，特别是近年来重特大事故暴露出的违
规动火、外包外租管理混乱、不开展应急演练、
员工不熟悉逃生出口等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聚焦企业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带动
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落实，精准严格执法，务
求排查整治取得实效。
　　方案要求，要从企业、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三
个层面推动开展专项行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完善排查整治内容，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按照阶段安排有序压茬推进。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将建立调度通报、督办交办、警示建
议、重点约谈等工作机制，定期调度掌握排查整治
进展情况，及时协调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贺德良）4月
27日，为期三天的2023首届智慧农业博览会在潍坊完
美落幕。本届博览会呈现5大亮点：
  一是响应号召、与时俱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央一号文件部署“推进智
慧农业发展”，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安排“大力发展
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本届博览会紧扣时代主题，
响应国家号召，组织交流互鉴，展现部委担当。
  二是紧跟热点、瞄准前沿。数字作为关键生产要
素，是未来提升农业农村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强利器；
数字技术也是当今全球科技发展的前沿。面对粮食安
全、减贫、食品安全等国际社会共同的重大关切，如
何用好“智慧”之力扭转乾坤？本次博览会集聚各国
政企多方智慧，共商解决之道。
  三是引导市场、解决问题。全球智慧农业发展前
景广阔，空间巨大，未来可期。各国在智慧农业实践
中面临农业设备重机械化轻数字化、农业数据采集不
足、智慧农业产品化能力弱、农产品流通数据多生产
数据少等共性问题，博览会集中展示多国智慧农业应

用场景、做法成效，助力市场扩大、问题解决。
  四是精选伙伴、突出重点。至2022年，东盟已连续3
年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作
物相似、农耕文明相近，中国的智慧农业产品、解决方
案将对东盟国家更有借鉴意义，中国企业在本届展会
上觅得大量商机。博览会精心选择乌兹别克斯坦作为
主宾国，乌为中亚重要而典型的农业国，促进智慧农业
在其棉花种植、畜牧等农业领域的应用，有望为“一带
一路”农业合作提供可资借鉴的典型案例。

  五是内容丰富、组合得当。本届博览会配套丰
富，多展合一，既有“高大上”的智慧农业展示展
览，又有大咖满座的高端论坛，还有轻松愉快的预制
菜品鉴、农食品展览。政府官员、农业企业、行业专
家、媒体、消费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国家相关
部委领导、东盟十国农业部部长、联合国粮农组织等
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山东省及潍坊市领导、世界500
强代表都有出席，展商来自22个国家，丰富而有代表
性。众多高端资源聚集，给各界人士呈上了一台精彩
纷呈的春日盛宴。

  参加本届博览会的各国展商普遍认为，合力抓住
数字经济新机遇，共同应对挑战，不断加强务实合
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补齐短板，以数字赋能为突
破口，加快地区农业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的
进程。据不完全统计，本届博览会成效收获很大，仅
重庆世纪传奇生物技术研究院与广西、山东、贵州、
辽宁、河南等地客商签订意向成交额高达4000万元。
国际展商对与我国企业合作充满信心，全日连经济交
流协会已在农业机器人、微生物菌肥技术和有机农产
品贸易方面签署《中日合作开发微型农用机器人合
作》等多份协议，达成意向成交额500万美元。德国
雷肯LEMKEN农业机械公司与国内280多家客户密集
交流，德国科乐收农业机械贸易公司与山东本地企业
达成多项技术合作，金额高达300万美元。

中国海军两艘军舰紧急撤离我在苏丹人员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当地时间4月26
日，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综合补给舰微
山湖舰紧急驶赴苏丹，执行撤离我在苏丹人员任
务。当地时间27日10时许（北京时间27日15时
许），首批撤离的678人已随海军军舰安全抵达沙
特阿拉伯吉达港。
　　此次苏丹紧急撤离任务，是中国海军继2011
年利比亚撤离行动和2015年也门撤离行动后，第
三次派军舰执行海外撤离任务。担负此次撤离任
务的兵力由正在执行第43批护航任务的导弹驱逐
舰南宁舰和综合补给舰微山湖舰临时编组而成，
携带舰载直升机1架，任务官兵490多名，其中特

战队员数十名。首批撤离的678人中，中国公民
668名，外籍人员10名。
　　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执行紧急撤离
任务的海军军舰于26日上午提前抵达并靠泊苏丹
港后，迅速在码头设立安全警戒区域，特战队员
持枪担负警戒。在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武官、工作
人员和海军官兵引导下，准备撤离的人员在码头
进行登记和安检后登舰，撤离过程安全、有序。
随后两艘军舰驶离苏丹港，于当地时间27日10时
许（北京时间27日15时许），先后靠泊沙特吉达
港，完成人员转接后再次迅即奔赴苏丹港，执行
后续接运任务。

这是撤离人员登上微山湖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