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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陈凤（342601195910291022）：

不慎将合肥市蜀山区贵池路领势

公馆2幢2803室购房合同及购房

发票遗失，特此声明。原合同及发

票作废。

□新华社记者

这是5月5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一家医院拍摄的
新生婴儿。

马里女子哈利玛·西塞4日在摩洛哥一家医院产下
九胞胎。西塞来自西非国家马里北部，3月30日乘飞机
到摩洛哥一家医院待产，5月4日接受剖宫产手术生下5
个女孩和4个男孩。 新华社发 查迪/摄

一名马里女子诞下九胞胎

2.3亿人次出游、万亿消费释放、“云端”活力凸显……刚

刚结束的“五一”假期，“活力”成为小长假的生动注脚。

返乡探亲、出行旅游，无论是回家团圆还是享受“诗和远

方”，不断回暖的假日经济，蕴藏着中国市场和中国发展的巨

大活力。

游：“诗和远方”热情充分释放
5月 1日 8时，在闭门谢客 97天后，600岁的北京故宫迎

来了它恢复开放后的首批游客。午门外，查验健康码、激活

门票、一米线外间隔排队、红外测温……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游客鱼贯而入。

“早早就守在线上抢票，很幸运抢到了假期第一天的

票。”来自四川成都的游客张女士说。为迎接“五一”小长假，

故宫于 4月 29日晚间开放门票预约系统，短短 12小时内，5
月1日至5月5日的2.5万张门票全部售罄。

疫苗接种有序推进、经济持续复苏，让人们的出行热情

在这个“加长版”假期充分释放。

假期第一天，北京八达岭长城购票人数就达到最高限定

量；上海外滩滨水区单日累计客流量突破42万人次，瞬时客

流峰值达到6.1万人，均创历年“五一”同期历史新高。

同一天，全国铁路也创下史上单日旅客发送量最高纪录

——1882.6万人次！ 在全国各大火车站，久违的黄金周“迁

徙式出行”再度呈现。

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统计显示，“五一”假期，全国国内

旅游出游 2.3亿人次，同比增长 119.7%；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132.3亿元，同比增长138.1%。

“五一”假期，全国约1.2万家A级旅游景区对外开放，接

待游客约4800万人次。广西象山景区“五一”假期向游客免

费开放，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四川稻城亚丁景区迎来成功创

建国家 5A级景区后首个客流高峰；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探访

新疆天山景区，赏天山奇景感民族风情……

今年恰逢建党一百周年，多地迎来红色旅游“打卡热”。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等地红色旅游热潮涌动。

“不仅了解和学习党史，感悟红色文化，更增加了爱国主

义情怀。”5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游客中心，

甘肃游客王俊生“打卡”成功，高兴地领到了一本“广东红色

文旅护照”。

在线旅游平台去哪儿发布的《2021“五一”假期出游报

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出游全面超过 2019年，创造多个

新高，其中机票预订量较2019年增长超三成，酒店预订量较

2019年增长超四成。

购：“买买买”潜力激发
“五一”小长假，上海南京路上，“进博商品集市”里游人

如织。550平方米的空间内，集合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

款特色商品和进博同款商品。

来自墨西哥的“爆款”咖啡味龙舌兰利口酒在高峰时

段平均每 20 秒就能卖出一瓶，来自伊朗的羊毛挂毯“几

乎是挂一条卖一条”……“进博商品集市”伊朗馆负责人

博海说，馆内上百罐藏红花在“五一”第一天开门营业的

数分钟内就被等候的消费者一扫而空，自己不得不一次

次补货。

这个“五一”，消费“爆发式复苏”态势凸显。来自中国银

联的数据显示，5月1日至4日，银联网络的交易金额达到1.5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3%，为历年同期最高值。

游客“买买买”热情高涨。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异常活

跃，拉动消费增长效果明显。据海口海关统计，5月 1日至

3日，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 4.85亿元，购物人次 6.54万，购

物 件 数 72.9 万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15.24% 、140.23% 和

222.79%。

在广州，线下百货零售业迎来“假日旺季”，全市各大商

圈人流和消费都出现显著增长。“五一”假期，天河路商圈客

流超1000万人次，同比2019年增长超过15%。

小长假期间，“云端”消费发力、“1+1>2”线上线下联动

成为节日消费的新亮点。

饿了么发布“五一”消费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小长假前

三天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显著，创近5年来新高，酒店、景区

等场所外卖需求有2倍以上增长。天猫超市数据发现，从上

海下单，为河北农村老家人送老白干，或是从北京下单，为江

浙农村老家人买绍兴黄酒的订单明显增加，“人未到酒先到”

成为年轻人“五一”回乡探亲的方式之一。

线上线下协同的新效应，在上海多个知名地标发酵。天

猫潮LIVE联合百联集团，将移动直播车开进了沪上潮流地

标TX淮海｜年轻力中心，带屏幕前的消费者探索潮店的魅

力；盒马小长假期间在东方明珠下举办了数字生活节专场游

园会，线下举办游园会、线上开设老字号专区，吸引了超过5
万人次入场，带给消费者数字消费的新体验……

玩：文化活动受追捧
除了旅游，看电影、逛展会、打卡音乐节等活动，也成为

小长假玩法新风尚。

今年“五一”档，《悬崖之上》《你的婚礼》《秘密访客》等十

余部电影集中上映。

国家电影局 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 5月 1日
至 5日，全国电影票房达 16.68亿元，纵观“五一”档，既有谍

战片、悬疑片，也有喜剧片、动画片和情感类影片，题材和类

型的丰富多样成为一大亮点。

走出影院，来趟穿越之旅？在山东，“2021蓬莱阁仙风汉

服盛典”装扮最美“五一”。各朝代不同形制的汉服展示着丰

富多彩、极具内涵的传统服饰文化，从花样爷爷奶奶，到妙龄

少男少女，再到童真烂漫萌娃，年龄的跨越让巡游方阵散发

别样魅力。

“打飞的打卡音乐节”是今年文旅消费的一大特色。大麦

网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各地共计举办20余场音

乐节，包括北京草莓音乐节、常州太湖湾音乐节、武汉草莓音

乐节等。这些音乐节的乐迷中超六成选择的是跨城观演。

汽车、家具家居等传统消费类展会，以及以文化创意消

费为特色的动漫游戏展“燃爆”广州。5场大型展会吸引超过

10万人次参与，现场成交额近 20亿元，其中汽车消费超 1.2
万台，成交金额超17亿元。

5月1日，第26届萤火虫动漫游戏嘉年华在广州开幕，首

日就有3万多人次参加，展会期间30多场活动场场火热。不

少粉丝凌晨5点就开始在场外排队。

不仅白天，夜间美食、夜间观影、夜间阅读等夜间消费在

假期人气也十分兴旺。无人售货小车、机器人餐厅、互动光

影许愿墙……广州传统街区北京路步行街在假日期间迎来

客流高峰。即使夜里12点，依然有不少人漫步在这条“千年

商道”，度过美好的夜晚。

在江西瑞金市沙洲坝镇洁源村，由废弃矿山改造成的演

出场地上，灯光绚丽夺目，不时传来隆隆枪炮声……“五一”

假期，夜幕降临，200多名村民现场演绎实景演出《浴血瑞

京》，配合现代声光电技术，生动再现苏区时期战火纷飞的历

史场景，让观众“穿越”回到革命年代的峥嵘岁月……

“‘五一’假期就是一扇窗口，折射的是中国假日经济的

不断发展变化，是中国市场和中国发展的巨大活力。”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假日经济回暖假日经济回暖，，热闹背后看活力热闹背后看活力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记者 赵文君）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修订《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修正案）》，明确检验检测机构

及其人员应当对所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负责，并明确除依法

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外，还须依法承担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这是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董乐群6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的。《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统一违法情形

的判定尺度、明确实施处罚的法律依据。办法提出四种不实

检验检测情形、五种虚假检验检测情形，明确了从业机构必

须严守的行业底线。针对“出具不实检验检测报告”和“出具

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办法明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

施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直至撤销、吊销、取消检验检测资质或

者证书。市场监管部门将对不实和虚假检验检测违法行为

的行政处罚信息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信用平

台，归集到企业名下，以推动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修正案）》提出优化市

场准入服务便利机构的具体措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程

序全面实行告知承诺程序；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推行网上

审批，有条件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颁发资质认定电子证书。

资质认定许可整体由80个工作日压缩至52个工作日；对上一

许可周期内无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检验检测

机构，可以采取书面审查方式予以延续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

据统计，2020年，我国近4.9万家检验检测机构共出具检验检

测报告近5.67亿份，这一市场规模约占全球检验检测市场20%。
董乐群介绍，去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多部门检查检验检

测机构1.6万家次，查办违法违规案件3439起，目前已撤销、注

销227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14起。今年将深入开展部门联

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以食品检验、机动车检验、生态

环境监测等高风险领域为重点，持续开展行业整治行动。

5月6日，邢台市襄都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给学生讲解心肺复苏知识。
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河北多地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向学生传授心肺复苏、

包扎等应急救护知识，提高学生紧急避险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 新华社发 张驰/摄

澳大利亚26种本地蝴蝶
面临灭绝危险

新华社悉尼5月6日电（刘诗月）由澳大利亚研究人

员主导的一项研究发现，26种本地蝴蝶正面临灭绝危

险，如果不采取新的保护措施，这些蝴蝶可能会在 20年
内彻底消失。

这一研究由来自大学、博物馆、政府和环保机构的

28名科学家共同完成，相关论文近期发表在《澳大利亚

昆虫学》杂志上。研究认为，这26种蝴蝶中，澳洲斐豹蛱

蝶在 20年内灭绝的可能性高达 94%，还有 4种蝴蝶的濒

临灭绝程度为中高等级。

论文通讯作者、查尔斯·达尔文大学研究人员海莉·

盖尔说，防止物种灭绝的第一步要先将它们识别出来，

但更重要的是随后要采取针对这些物种的新保护措

施。保护蝴蝶物种，可以从保护栖息地、加强林火管理

等方面入手。只要物种保护措施给力，这些濒危的蝴蝶

物种数量仍有很大可能恢复到较好水平。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迈克尔·布罗比博士认

为，蝴蝶是一种很好的环境变化指示器，可以反映出生

物多样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七国集团外长会日前在
伦敦落幕，美英等国在会场内
外的表现颇给人一种感觉：岳
不群来了。

岳不群是小说《笑傲江
湖》里的一个角色。此人看似
一身正气，江湖名号“君子
剑”，但人们后来发现，此人实
乃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满口
正义的背后，充满卑劣的算
计。

这次七国集团外长会是
典型的“岳不群”风格。美国
和英国一唱一和，一边喊着

“寻求和中国合作”，一边在涉
疆、涉台、涉港等问题上粗暴
干涉中国内政；一边声称“不
寻求遏制中国”，一边要求中
国遵守西方制定的所谓“规
则”；一边鼓吹“维护民主”“保
护人权”“维护媒体自由”，一
边肆意抹黑造谣、歪曲真相。

如此作派，具有一定欺骗
性。一些不了解事情来龙去
脉的人，容易被美英道貌岸然
的样子蒙蔽。更何况美英一
段时间以来，始终通过各种伎
俩颠倒黑白，用一整套扭曲真
相的叙事体系，刻意误导国际
社会对于中国的认知。

但是没有关系。
事实站在中国一边。美

英说，中国搞“强迫劳动”，我
们说：“请看事实”；美英说，中
国侵犯人权，我们说：“请看事实”；美英说，中国
搞“胁迫外交”，我们说：“请看事实”；美英说，中
国威胁国际秩序，我们说：“请看事实”。

是谁不停毁约退群，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
合则弃”？是谁推诿卸责，囤积疫苗，破坏国际抗
疫合作？是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择手段打压
外国企业？是谁明里暗里推动技术“脱钩”，扰乱
国际产业合作？事实真相摆在那里。

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还是那句老话：“你可
以一时欺骗所有人，或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
能永远欺骗所有人。”最近，国际社会上戳穿美西
方关于中国新疆“世纪谎言”的正义之声越来越
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历史已经一次次证
明，谣言注定会破产，画皮总会被揭穿。

美英“岳不群”作派的实质，是打着多边合作
的幌子搞小圈子，是扯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搞
集团对抗。这些虚伪的行径透着焦虑和不自
信。因为看到中国发展快，担心被超越，所以焦
虑；因为自身体制等存在种种棘手难题，自我纠
错难度大，所以不自信。如此心态，让人不由感
慨：美英一些人心胸要开阔、格局要提升啊！

在小说里，岳不群最后身败名裂，贻笑世人；
而真诚坦荡的令狐冲，
最终洗尽冤屈，笑傲江
湖。这背后的道理，美
英不妨细品之。（新华社
北京5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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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 7日出版的《经济参考报》

将刊发记者郭倩采写的文章《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势增长 一

揽子新举措蓄势待发》。摘要如下：

各地经济“一季报”近日相继出炉，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势头强劲，包括上海、安徽、陕西在内的多地实现两位数

同比增长，与此同时，一批重大项目正在加速落地。记者注

意到，多地正在加紧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轮发展目标与

路径，推动相关产业集聚发展，加大信贷、保险、产业引导基

金等中长期资金支持，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本投入，力促相关

产业开启新一轮快速增长。

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多地

近期公布的“一季报”可以印证其强势增长的态势。陕西一季

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21.3%，两年平均增长11.4%。上

海一季度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3370.83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34.3%，两年平均增长13.8%。安徽一季度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增长52.2%，对全部工业产值增长贡献达53.4%。
与此同时，相关重大项目投资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无

锡日前发布 2021年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计划，其中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90个，总投资较上年增长16.9%。河南力争全年

完成重大项目投资2万亿元，快速提升新兴产业规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一季度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

速增长，显示出多方应对疫情采取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引

导整体投资积极向好、不断扩大有效投资的态势。同时，在

“十四五”开局之年，地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动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举措，也将在各地的重大项目建设中

得以体现。

“十四五”时期，各地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

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

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
在此背景下，多方正密集谋划发展目标和路径。科技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日前印发《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建设方案》，提出到 2022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

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地方上，深圳提出未来 5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超过 1.5万亿元；东莞日前印发推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规划建设。

从相关政策布局上看，强化统筹布局、促进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发展成为重要的发力点。安徽“十四五”期间将实

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工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和智

能网联汽车等十大新兴产业。山西正加紧编制相关规划，加

快发展大数据、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周期长、技术性强、需要大量

资金投入作为支撑的特征，中央和地方也集中发力加大资金

支持。银保监会明确继续加大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信用贷

款投放力度，重点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安徽银保监局明

确健全科技型企业保障服务体系、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

十项举措，全面助推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山东省财政厅日前数据显示，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近年来共

投资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等6个产业集群，基金投资12.4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60.7亿元。

业内人士也指出，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同质化

布局较为严重，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等问题突出。刘向

东表示，地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与地区比较优势紧密

结合，围绕优势产业链

供应链实施锻长板、补

短板，吸引关键要素集

聚，融入区域产业链供

应链网络。同时，更加

突出市场主导和市场选

择作用，加快清退“僵尸

企业”及“烂尾工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势增长 一揽子新举措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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