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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青年成长 推动社会进步 更多内容详见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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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YOUTH DAILY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王思北 林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22 日
在京发布第 53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92亿人，较 2022
年 12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 77.5%。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截至 2023
年 12 月， IPv6 地址数量为 68042 块/32，
国 家 顶 级 域 名 “.CN” 数 量 为 2013 万

个，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11.36亿
个；累计建成 5G基站 337.7万个，覆盖所

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由 5G 和千兆

光网组成的“双千兆”网络，全面带动智

能制造、智慧城市、乡村振兴、文化旅游

等各个领域创新发展。

报告指出， 2023 年，我国持续加快

信息化服务普及，缩小数字鸿沟。公共服

务类应用加速覆盖，网约车、互联网医疗

用户规模增长明显，较 2022 年 12月分别

增长 9057 万人、5139 万人，增长率分别

为 20.7%、 14.2%。智慧出行、智慧医疗

等持续发展让网民数字生活更幸福。

同时，我国互联网应用持续发展，新

型消费潜力迸发。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在线旅行预订的用户规模达

5.09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8629 万

人，增长率为 20.4%。以沉浸式旅游、文

化旅游等为特点的文娱旅游正成为各地积

极培育的消费增长点。此外，国货“潮

品”持续成为居民网购消费重要组成，近

半年在网上购买过国货“潮品”的用户占

比达 58.3%；购买过全新品类、品牌首发

等商品的用户占比达 19.7%。

据悉，自 1997年起，CNNIC 组织开展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形成了每

年年初和年中定期发布报告的惯例，成为我

国政府部门、国内外行业机构、专家学者等

了解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

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谢宛
霏）3 月 22 日，由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

部、中央企业团工委和全国铁道团委共

同主办，国家能源集团承办的“筑梦丝

路”青年发展计划总结推进会在京举行。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青联

主席徐晓，国家能源集团党组副书记王

敏，中央企业团工委书记、中央企业青联

主席姚焕，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

副司长张明和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参赞王

琪出席活动并讲话，16 家中央企业代

表、在京媒体等出席活动。

“筑梦丝路”青年发展计划由共青团

中央、国务院国资委、国铁集团合作主

办。项目聚焦就业创业、文化交流、国际

传播和志愿服务四大主题，由海外央企

会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友好组织机构

在海外共同实施。央企青年员工与外国

青年共建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文化交流、

科技创新、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项目，

促进了中外青年交流互鉴、团结合作、共

同发展。自 2022年 3月项目启动以来，累

计开展了 30个青年发展国际合作项目，

覆盖老挝、越南、乌干达、肯尼亚、匈牙

利、葡萄牙等 19 个国家近 9 万名青年。

2023年，“筑梦丝路”青年发展计划被纳

入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务实合作项目清单。

徐晓表示，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发展、

赋能青年、促进团结，务实推动“筑梦丝

路”青年发展计划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

治站位，在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中

勇担当；要找准功能定位，在助力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建新功；要着力提质增

效，在拓展青年外事工作格局中闯新路。

王敏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传承发

扬丝路精神，当好“一带一路”建设者，当

好绿色能源供应者，当好青年发展助推

者，全力推进项目发展、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奋力将美好的“大写意”绘成“工笔

画”，将“施工图”建成“实景图”，为推动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出积极贡献。

姚焕表示，各有关央企要持续加强

与共建国家互利合作，为更好促进中外

青年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提升央企的功

能价值和品牌价值，服务支撑央企国际

化经营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要坚

守合作初心，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打造造

福当地的“发展带”、惠及人民的“幸福

路”。要注重对外传播，持续扩大品牌影

响，讲好中国故事和青年发展故事，大力提升在全球发展和

青年发展事业中的影响力、引领力。

会上，来自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国家电网、中

国三峡、中国电信、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

建、中国能建的团委代表分享了项目实施成果和经验。会议

还为 2024年新加入的 4家央企北方工业集团、中国华电、国

家能源集团、中国建筑颁发了实施单位铭牌。

据悉，2024年，16家央企将会同海外友好组织机构在32个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49个青年发展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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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

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工作人员在

第三十一届长沙

图书交易会上直

播推销书籍。

当日，第三

十一届长沙图书

交易会在湖南国

际 会 展 中 心 开

幕，将持续至 3

月24日。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3月 22日，在山东省荣成市气象局观测场，工作人员为学生

讲解气象观测仪器的工作原理。为迎接世界气象日，各地组织开

展气象科普活动，普及气象知识。 李信君/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春回大地，春耕正当时。

记者近日在黑龙江、山

东、云南、安徽等地采访了解

到，各地积极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抢抓农时开展春耕备

耕，稳面积、提单产，推动农

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努

力为全年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打下良好基础。广袤田野

上，处处是辛勤耕耘的身影，

播种着丰收的希望。

不负春光，各地抢
抓农时开展春耕备耕

清晨，云南沧源佤族自治

县勐甘村的稻田里，翻耕、施

肥、播种、盖膜……村民们正

忙着为水稻育秧。“我们抓紧

育好秧，过段时间就可以插秧

了。”村民田依生说。

沧源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

红英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明确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

产，对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实

施粮食单产提升工程等进行了

部署。春耕是全年粮食生产的

关键环节，对于确保粮食丰产

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

障“米袋子”，沧源县积极调

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今年县里

水稻计划种植 5.29万亩，与去

年基本持平。

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时，

随着气温回升，大江南北都进

入了春耕备耕的农忙时节。

在山东，早已破土而出的

麦苗已陆续返青起身，人们紧

抓田间管理，促进小麦更好地

生长。

在安徽，长江沿线油菜花

绽放正盛，农民们忙着喷施农

药，防治病虫害。

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封冻的土地逐渐冰雪消融，

农民们忙着挑选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预计 4月上

旬开始中稻育秧、“五一”前后玉米大豆大面积播种。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3月 17日，全国已

春播粮食完成意向面积的 3%。分作物看，早稻已育

秧 41.3%，已栽插 4.7%。中稻已育秧 7.1%，零星栽

插。春小麦已播种 5.5%，春玉米已播种 2.2%，春大

豆已播种 0.8%。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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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富春 王 豪

这个春天，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麻

辣烫，让甘肃天水迅速“出圈”。随

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来，古

城天水大街小巷热闹非凡，尤其是麻

辣烫集中的四合院美味城。

在密集的人流中，一队队穿着

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格外亮眼，他们

从早到晚值守在人流量最大的火车

站、麻辣烫排队区、新开张的麻辣烫

一条街等区域，展现着天水人的热

情和周到。

00 后凌文魁是团天水市麦积区

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上周开始，他

就和同事轮流来到位于天水高铁站的

青年志愿者服务岗，引导旅客去公交

站、发放旅游宣传册、派送免费矿泉

水等。“要让每一位因天水麻辣烫而

来的游客，一下车就能感受到我们天

水人的热情。”他说。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家乡的

火爆出圈，让凌文魁备感自豪。在热

情服务之外，他还主动向游客介绍天

水的风土人情、自然风光，推介他从

小吃到大的餐馆。

“天水的麻辣烫很香，但天水不止

一碗麻辣烫。”为了当好家乡美食美景

和深厚文化的推介员，凌文魁最近恶补

了很多知识。“虽然一直在这里生活，

也听说了很多故事，但真要把家乡推介

好，让游客来了就喜欢上天水，还需要

不断地学习。”他说。

在最火爆的四合院美味城，身着蓝

天救援队蓝色队服的张陆在人群中很是

亮眼。

“游客每到天水必打卡四合院美味

城，刚开始几天，这里挤得水泄不

通。”为响应团组织的号召，张陆加入

了四合院美味城的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随着他和同伴的到来，四合院美味城内

外一下变得井然有序。

“请大家保持间距、不要插队；请

打完卡的游客尽快离开，给后面的游客

提供方便……”这样的话张陆每天不知

道要喊多少遍，可还是乐此不疲；每次

看到有轮椅、婴儿推车过来，救援队的

年轻人会即刻出现，为他们保驾护航；

排队时间长的游客身体不舒服，张陆和

同伴会及时给予帮助。

“我做劳务中介服务，别的队员也

各自有工作，但为了让全国人民感受到

天水的热情好客，我们愿意挤出时间来

当志愿者。”张陆介绍，在四合院美味

城，蓝天救援队每天至少会有 6名队员

值班，在他们的努力下，院子内外没有

出现过一次危险状况。

张陆已坚持值守了 5天，每天从上

午 8 点到晚上 10 点。“我们都排好了

班，谁有时间谁就过来，作为一名天水

人，这是应该的！”他说。

四合院游客爆满，食客排队时间越

来越长，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食客尽快

吃上麻辣烫，近日，天水市相关部门紧

急部署，新开张了麻辣烫美食一条街，

吸引了大批麻辣烫从业者前来摆摊经

营，和他们一起到位的，还有一拨儿年

轻志愿者。 （下转2版）

甘肃天水迎客来：

麻辣烫“出圈”志愿者热情上线

本报北京 3月 22日电（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蒋肖斌）3 月 21 日至 22 日，由

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

2023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

在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

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宣布，山东沂水跋

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

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

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

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

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

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按年代早晚排列）入选 2023 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

商都内城东南，出土青铜器、玉器、金

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各类随葬品 210
余件。墓地发现的大型化、本土化黄金

制品、黄金绿松石牌饰，及黄金与玉礼

器共存组合的发现，是中国黄金文化成

型的重要标志，开启了商文明向更高水

平发展的新阶段。金覆面是三星堆黄金

面具文化的重要来源，这一发现为探讨

中原商文明与巴蜀地区三星堆文明交流

提供了崭新视角。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

底，西北距离三亚约 150公里，遗址水深

约 1500 米。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

巨大，通过器形、装饰纹样等对比分析为明

代沉船。这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

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

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

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实证

了中国先民开发、利用、往来南海的历史事

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与

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再现了明代中期海

上贸易的繁盛景象。

关强表示，入选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

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

作的突出代表。这些考古新发现，以更加鲜

活的笔触生动展示了泱泱中华的悠久历史

和博大文明，是自信之基、力量之源。2023
年，全国考古工作会召开，系统提出“大考

古”工作思路，推动中国考古学拓展大格

局、大视野，谋求大发展。过去的一年中，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研究工作取得新

进展，“考古中国”24 个重大项目统筹推

进，265项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系统开展，

1367项基本建设考古项目有序实施，实证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终评会评委通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

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生，21 位评委分

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大学等单位。

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吴齐强

全国两会结束不到一周，习近平

总书记赴湖南考察，并在长沙主持召

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党的二十大以来，总书记亲自主

持召开了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

建设、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

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新时代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座谈

会，这次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座谈会是第 7场推动区域发展战略落

实的座谈会。“下一步我们还要召开

推动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座谈会，这些

会议一届开一次，一个一个抓起来，一

轮一轮抓下去，久久为功、步步深入，

必有所成……”看准了就持续抓下

去、不成功决不罢休，是总书记抓工

作的定力、韧劲和方法。

2020 年总书记考察湖南时曾有

感而发：“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些具有

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那时，

“十三五”即将收官，“十四五”即

将开局。 2024 年，我们即将迎来新

中国 75 周年华诞，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也进入关键一年。在

新的历 史 节 点 上 召 开 这 次 座 谈 会 ，

是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在更高起点上

新的出发。

中部 6省以约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国

土面积，承载了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数

量，创造着约五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

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

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

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5年前，总书记在江西南昌主持召

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擘画

了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的宏伟蓝

图。“这 5 年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向

着正确的方向持续走下来，成绩很大，

成效很明显。”

5年过去，中部地区发展站到了更

高起点上。总书记在这次座谈会上为新

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总

书记的话充满信心和力量：“我相信，

相关工作思路和举措通过大家的认真领

会形成因地制宜的具体方案，并在 6省
全面推开，中部地区加快崛起又会迎来

新一轮高潮。”

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任，把中国人的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

正是春耕备耕时节，习近平总书记

19 日下午来到常德市鼎城区谢家铺镇

粮食生产万亩综合示范片区。

平畴沃野，碧水绕田。春风中摇曳

着一片片碧绿金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的清香。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示范片区采用

“五统一、两利用”技术模式——统一优

良品种、统一机插机抛、统一机械深施

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物化技术，利用

田埂种植大豆、利用冬闲田种绿肥，早

稻、晚稻两季亩产达到 1152.3公斤。

沿着田边小道，总书记走向农田深处。

一旁的稻田里人们正在育秧，秧盘

上的种子刚刚播下。“你们这里什么时

候开始插秧？”总书记走上前仔细察

看，并同在场的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

亲切交流。 （下转2版）

站到更高起点 挺起中部“脊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并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