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雷肖霄）记者23
日从中国海油获悉，公司在鄂尔
多斯盆地东缘 2000 米地层发现
千亿方深煤层气田——神府深煤
层大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超1100
亿立方米。

中国海油勘探副总师徐长贵
说，神府深煤层大气田的发现展
示了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深部煤层
气勘探开发的广阔前景，对我国
类似盆地资源勘探和非常规油气
增储上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位于陕西
省榆林市，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
缘，煤层主要埋深 2000 米左右，
单层厚度在6.2米至23.3米之间，
吨煤平均含气量达 15 立方米。
中国海油目前在该区域共部署了
超 100 口探井，单井最高日产量
达26000立方米。

煤层气是指储存于煤层中的
天然气，业内通常将埋深超过
1500 米的煤层气称为深部煤层
气。一直以来，我国煤层气勘探
开发大多集中在埋深小于 1000
米的浅煤层。

针对深部煤层气增产难题，

中国海油因地制宜开展技术攻
关，在常规煤层气勘探开发基础
上转变思路，运用超大规模压裂
技术，不断优化压裂与排采工
艺，总结形成适用于神府区块的
深煤层开发技术体系，仅用一年
半时间，就成功发现了地质储量
超千亿方的深煤层气田。

神府深煤层大气田是中
国海油继山西临兴气田后发
现的第二个千亿方大气田。
近年来，中国海油在陆上非常
规油气领域寻找战略接替资
源，大力推进地质工程一体化
和勘探开发一体化，加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深化地质
气藏认识、优化配产方案，高
效推动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

中国海油首席执行官周
心怀表示，该发现为中国海油
建设陆上万亿方大气区打下
坚实基础，中国海油将秉承

“海陆并进、向气倾斜”的战略
部署，持续加大陆上非常规天
然气勘探开发力度，推动非常
规天然气储产量不断实现新
突破，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
献力量。

要闻 4 2023年10月2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雪英

本报社址：新疆和田市英明路4号 邮编：848000 邮箱：xjhtrb@sina.com 策采部：（0903）2970001 汉文编辑部：2068166 维文编辑部：2069200 广告部：2068004 月价：13.2元 印刷：和田翔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903）2068010

新疆今年开行旅游专列创新高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0月23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逯风暴从中国铁
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
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已开行旅游专列
134列，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今年初，新疆铁路部门紧紧围绕全
年“力争接待游客达到2亿人次以上”
目标，紧贴旅游经济发展大势，确定了

全年开行百列旅游列车的目标。
3 月开行“缘满南疆·环塔游”“杏

花号”，5月开行首趟“天山号”，6月至8
月旅游专列密集开行，这3个月共开行
旅游专列 72 列、接待游客 4.7 万余人
次，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今年以
来，“坐着火车游新疆”旅游品牌影响力
持续提升。

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旅游事业部副经理林闻介绍，第四季
度，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安排开行旅游专
列12列，年末最后一趟专列计划在12
月底跨年开行，以南北疆赏胡杨、观雾
凇、看赛里木湖蓝冰等为主题，让游客
欣赏新疆冬季之美。

近年来，新疆铁路部门全面落实旅

游兴疆战略，持续深化“坐着火车游新
疆”旅游品牌，按照“固定线路、固定编
组、首尾相接”的原则，以专车专用、车
随人行、食宿一体、南北疆环游、空铁联
运的大交通旅游模式，相继推出“喀什
号”“中国雪都·阿勒泰号”“杏花号”“天
山号”等系列旅游产品，大力推进新疆
旅游“一季游”向“四季旺”发展。

旅游专列数量创纪录背后的逻辑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逯风暴

今年以来，新疆积极打造全国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特色样板和世界重要旅
游目的地，旅游业大幅增长，仅旅游专
列就开行了134列，创历史同期最高纪
录。旅游专列数据亮眼，背后反映出新
疆旅游发展政策措施得力、旅游消费市
场持续繁荣、援疆支撑力度不断加大，
旅游业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

政策措施务实管用

“国家以及新疆旅游发展政策积极
务实，吸引了更多游客进疆旅游。”10
月 23 日，自治区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晓
宇说。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
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30条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

新疆扎实推进文化润疆，深入实施
旅游兴疆战略，多措并举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

2月，自治区召开文化和旅游工作
会议，实施文旅融合提升、旅游精品创
建、产业发展提档、业态产品培育、市场
管理提质、宣传营销提效六大工程，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6月，2023年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
暨“新疆是个好地方”旅游推介会在喀
什举行，为新疆旅游业发展描绘了“施
工蓝图”。

各地抓住旅游业恢复和发展的机
遇，做好做足旅游文章。

新疆冰雪资源丰富，各地立足本地
特色，深挖冰雪资源，深耕冰雪产业，不
断探索新业态，将民俗风情、节庆活动、
体育赛事植入冬季旅游，为冰雪旅游注
入新活力。

各地抓住假日机会，不断创新促进
文旅消费的政策，与各大银行及文旅企
业、商户合作，面向吃住行游购娱各领

域开展促消费活动，有效激发消费潜
力，并推出旅游奖补政策和优惠措施，
吸引游客进疆旅游。

“在旅游政策的良性引导下，我们
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产品设计，满足游客
更多需求。”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庭奋说，天山以北有
环游北疆，天山以南有缘满南疆，时间
相对充裕的游客可选择环游南北疆，还
推出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游，实现旅游
专列覆盖全疆。

文旅市场加速回暖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疆开
行多趟旅游列车运送旅客，12趟来自
全国各地的进疆旅游专列也穿行在天
山南北。统计数据显示，双节期间，
新疆累计接待游客1511.08万人次，按
可 比 口 径 较 2019 年 国 庆 假 期 增 长
9.61%。

这是今年新疆旅游市场“热”力十
足的一个缩影。前7月，新疆旅游人数
超1.4亿人次，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巴
音布鲁克等景区纷纷迎来接待高峰。

“每天 7 场演出，场场爆满。”喀什
香妃园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负责人月尔
古·胡达拜地说。

“在各种政策和措施的加持下，新
疆文旅市场稳步恢复、加速回暖。”张晓
宇说。

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疆在一组组数
据中得到呈现：前9 月，新疆铁路旅客
发送量达 3388.2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
期持平；截至10月9日，乌鲁木齐地窝

堡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
万人次大关，突破时间点相较 2019 年
提前11天。

“出游需求得以释放，旅游市场加
速回暖，游客接待量明显增加。”新疆爱
玩客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会
说。

文旅市场加速回暖的同时，新疆积
极组织各类培训班、比赛和交流活动，
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投入大量资金
改造升级公共厕所、停车场等配套设
施，并加大管理力度，进一步提升旅游
服务质量。

新疆各地紧抓文旅消费窗口，景
区、场馆、娱乐场所纷纷推出免费、半
价、打折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优惠措施，
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新疆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为
旅游专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客源。”黄
庭奋说。今年以来，新疆铁路部门已开
行旅游专列 134 列、接待游客 6.2 万人
次，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援疆省市大力支持

8月，首趟南方快车暨“穗疏号”援
疆旅游专列载着660余名游客，奔赴万
里之外的大美新疆；

9月，Y465次“京和号”旅游专列载
着 500 余名游客从北京西站出发开往
和田；

10 月 ，满 载 着 500 余 名 游 客 的
Y406/7 次旅游列车驶出成都东站，一
路向西开往新疆；

……

在新疆旅游业蓬勃发展的背后，随
处都能感受到援疆力量。

今年以来，各省区市开行到疆旅游
列车 66 列，带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
新疆，赏美景、品美食。

新疆成为近五年来全国旅游列车
开行最为集中的方向，2018 年至 2022
年，全国各地向新疆方向开行旅游列车
449 趟，累计发送入疆游客 28.41 万人
次。

“游客希望有更好旅游体验，‘坐着
火车游新疆’这一方式成为游客的主要
选择之一。”张晓宇说。

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加上交通运输
水平不断提高，新疆游比较受游客青
睐。“京和号”“龙泰号”等进疆旅游专列
应运而生，其以舒适的乘车环境、丰富
的旅行路线，实现了车随人走、夜行日
游的出行模式，在为旅客省去舟车劳顿
的同时，最大程度上保障运能、满足出
行需求。

今年，新疆铁路部门积极承接进疆
游客，推出动普结合、昼夜结合、图定专
列结合的铁路旅游客运产品；采用“包
机+专列”“图定火车+专列”等“大交
通+落地旅游专列”模式，推出多条方
便国内游客进疆的特色旅游专列线
路，并赴广州、杭州、上海、西安等
地联系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宣传新
疆旅游资源，推介旅游专列优势，共
同做好进疆游客的承接工作。“我们将
投入更多资源、付出更大力气、提升
服务质量、强化品牌建设，开行更多
旅游专列。”黄庭奋说。

10月18日，在阿尔

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藏野驴在洒满阳光

的草原上奔驰（无人机

照片）。

阿尔金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地处新疆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东南

部，属藏北高原昆仑山

中 部 地 区 ，平 均 海 拔

4580米，面积约4.5万平

方公里，是我国高原荒

漠生态系统典型代表。

这里有着古朴壮美

的自然景观，雪山、草

原、湖泊、沼泽、沙漠等

地貌相映成趣；这里被

称 为“ 高 原 物 种 基 因

库”，野牦牛、藏羚、藏野

驴、黑颈鹤、雪豹等珍稀

动物在此生活栖息繁

衍。

新华社记者 李响摄

秋访阿尔金山秋访阿尔金山：：古朴壮美古朴壮美 生机勃勃生机勃勃

民政部等11部门

计划到2025年底老年助餐服务网络形成一定规模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23日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
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计划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
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
形成一定规模。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社
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步提升，服务网
络更加完善，多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
民生工程，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增进老
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记者了解到，方案
对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进行部署，要求各
地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助餐服
务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坚持统筹利用
现有资源和适度新建相结合，完善老年食
堂、老年餐桌、老年助餐点等老年助餐服
务设施配置，优化功能布局，将老年助餐
服务设施纳入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
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进服务便
利可及。同时，支持餐饮企业提供老年餐

食配送服务，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地
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极
参与。

在保障服务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各地
要结合实际制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指导
各类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优先提供午餐服
务，有条件的提供早、晚餐服务，并保证助
餐服务的连续性、稳定性。方案要求，依
托现有的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开展老年助
餐服务需求调研摸底和重点保障对象确
认工作，加强数据采集整合与共享，精准
对接老年助餐服务多元供给资源。方案
鼓励参与老年助餐服务的餐饮企业履行
社会责任，提供质优价廉、老年人信得过
的助餐服务，形成规模和品牌效应。

方案要求，各地建立健全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家庭尽责
的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机制，把发展老年助
餐服务作为为民办实事重要内容，纳入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整体部署、统筹推进，纳入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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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秋粮总体呈增产态势

今年我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除
局部受灾外，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
较好，总体呈增产态势。全年粮食产
量有望再创历史新高，连续9年保持
在1.3万亿斤以上。

这是记者从10月23日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月22日，全国秋粮已收81.3%。“从
专家田间测产，各地实打实收的情况
看，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是增产的，个
别省份因灾减产，有增有减，增的明
显比减的多，算大账今年秋粮是增产
年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潘文博说。

据潘文博介绍，今年秋粮面积增
加，奠定了秋粮增产基础。预计今年
秋粮面积13.1亿亩，比上年增加了700
多万亩。其中有的是经济作物改种粮
食，有的是间套复种提高复种指数，有
的是整改复耕，有的是增水增地种
粮。“今年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也比
较多，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相应的杂
粮杂豆等低产作物的面积就减了，这
两类作物亩产相差500斤左右。”

同时，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初

显。年初农业农村部启动粮油等主
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年
重点在 200 个玉米大县、100 个大豆
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从耕种管
收、地种药肥全环节找差距，采取综
合性解决方案。

据介绍，各地农业农村部门重点
抓好玉米大豆的种植密度问题，选育
耐密品种，配套高性能播种机，精准
水肥调控，及时病虫防控，加上中后
期大面积实施了秋粮“一喷多促”，单
产提升的效果明显。

“专家测算，300 个重点县单产
提升对粮食丰收的贡献率达到了
73%，这有效地对冲了洪涝、干旱等
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潘文博说，
今年的天气总体是帮忙的，虽然局部
灾害较重，但多数主产区雨水调和、
光热充足，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
量形成。

目前，北方秋收进入扫尾阶段，
南方晚稻、晚秋作物还没有大面积收
获。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根据作
物成熟时间调度好机具，抢时抢晴收
获，及时烘干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王聿昊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39天达千亿件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

者 戴小河）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
悉，23日上午7时39分，2023年我国
第 1000 亿件快件产生，比 2022 年达
到千亿件提前 39 天，彰显我国经济
持续向好的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持续
快速发展，自 3 月起，单月快递量超
百亿件，月均业务收入超 900 亿元，
创历史新高。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快递管
理处处长杨飞说，这些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供需两方面的共同发力。在需
求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
势，消费市场不断复苏，宏观经济向
好的态势极大释放行业的发展动能，
有效带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在
供给侧，行业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区
域差异有所缩小，设施建设更加完
善。通过“快递进村”工程的实施，快
递企业在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完善网
络，消费品下乡进村、农产品出村进
城的渠道更加畅通。在提高国内运

输、分拣整体效能的同时，行业还在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持续完
善境外枢纽、海外仓布局。

邮政快递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
连着消费，具有联系千家万户、连接
千城百业、连通线上线下的显著特
点，是经济发展与消费活力的“晴雨
表”，在促进消费、服务乡村振兴、服
务制造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
据管理处副处长许良锋表示，基于快
递大数据平台分析，行业运行处于高
位发展态势。随着行业基础设施布
局日趋完善，以及数字化、自动化技
术不断推广应用，中西部地区快递业
务量持续增长。时效方面也有提升，
三天内的妥投率明显提高。从数据
来看，农村方向的双向流动速度加
快，更多农产品通过快递销往全国各
地。

今年第1000亿件快件从京东亚
洲一号青岛物流园发出，是青岛一位
消费者当日早晨网购的羽绒服。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徐骏徐骏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