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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莲都区城中中学经法人
研究决定注销，清算组已成立，请债
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不
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丽水市莲都区城中中学
2025年5月19日

注销公告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载体。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持续推
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为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提供指引。

城 市 更 新 将 聚 焦 哪 些 重 点 任
务？下一步将如何协同推进、加强落
实？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详细解答了意见相
关问题。

围绕人民关切，意见部署了八个
方面的主要任务：加强既有建筑改造
利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进老旧街区、
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
城市功能，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
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
市历史文化。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综合性、系统性战略行动。”住房
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说，意见部
署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
区“四好”建设，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同时，意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
出了很多务实举措，以解决好群众身
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创造更加安全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加方便高效的公共
服务和更加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

城市更新主体多元、诉求多样，
需要建立健全适应城市更新的实施
机制。秦海翔表示，意见提出“创新
完善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牵引的
城市更新体制机制”，突出了三个特
点：抓体检，建立城市体检与城市更
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抓规划，建立
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
的规划实施体系；抓落实，建立城市
更新政策协同机制。

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保障，是顺利
推进城市更新的必要条件。针对城
市更新常见的用地问题，自然资源部
总规划师张兵说，自然资源部将总结
推广正在开展的 43个低效用地再开
发试点城市经验，进一步完善规划管
控、用途管制、土地储备、土地供应、
不动产登记等全链条的政策机制，出
台更多实用有效的用地政策，助力城
市更新行动。

“通过建立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加强存量资源资
产调查，摸清数量、权属和利用情况，
并落实‘老城不能再拆’的要求，针对
性开展城市内部自然和人文历史方
面的空间要素调查，形成统一的底图

底数。”张兵说，要在“一张图”上推动
完善调查、登记、权益、规划、用途管
制、执法督查等全生命周期管理，畅
通部门间数据共享。

城市更新需要大量资金资源要
素的投入，如何保障？国家发展改革
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赵成峰表
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稳步有序推进
城市更新重点工程实施，持续加大中
央投资支持力度。2025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专门设立城市更新专项，支持
城市更新相关公益性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在已支持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项目的基础
上，扩围支持城市危旧住房、老旧街
区（厂区）转型提质等工程。

“城市更新项目投资额较大，单
靠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
立多元化、多层级的资金投入机制。
要围绕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
率，调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赵成峰
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
说，中央财政立足于探索新模式、城
市更新重点任务、财政金融政策协同
等“三个聚焦”来支持城市更新。积
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全社会
参与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投融资模式，
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吸引社会资本、社区、
居民等各方面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工
作。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与风险监测
司司长廖媛媛表示，金融监管总局将
研究出台专门的城市更新项目贷款
管理办法，明确贷款条件标准，满足
城市更新行动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服
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金融机构应该充分考虑城市更
新项目特点，在全面测算项目综合收
益和风险基础上，开展授信审批和风
险管控，做好专款专用和资金封闭管
理。”廖媛媛说。

意见是指导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的纲领性文件。秦海翔说，在组织实
施上，意见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城市之
间的差异，要科学合理确定城市更新
的重点任务，细化实施路径，完善工
作方法，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
原则，有力有序推进实施，力戒形式
主义，杜绝“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确保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聚焦哪些重点？如何协同推进？

五部门详解《关于持续推进
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
雪。不同的天气气候条件，造就具有
独特观赏价值的瞬间之美与四季之
景。而这，正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蓝海。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熊绍员 20日
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的第三届气象
旅游发展大会上说，挖掘全国各地独
特的气候禀赋，将云海、雾凇、彩虹等
气象奇观转化为旅游资源，打造“一
地一特色”的绿色发展模式，正成为
激活区域经济、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的
新赛道。

吉林的雾凇、庐山的云海、香山
的红叶、蓬莱的海市蜃楼、峨眉山的
金顶佛光……这些地方的气象奇观
闻名中外。彩虹、冰瀑、星空、极光
等 气 象 奇 观 ，越 来 越 受 到 人 们 追
捧。跟着气象去旅行，正成为旅游
新风尚。

熊绍员表示，随着旅游消费升
级，避暑避寒、冰雪运动、观星赏花、
研学康养等特色体验备受青睐。

与此同时，气象部门加强科技创
新，开展气候生态资源普查评估，不
断发掘当地独特的气候禀赋和气象
景观，越来越多气象资源正在转化为
旅游资源。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2022 年至
2024年发布的三批“天气气候景观观
赏地”名单中，许多地方的云海、雾

凇、彩虹、冰雪、星空等气象景观在
列。

专家表示，天气景观资源、气候
环境资源和人文气象资源等气象旅
游资源有着独特的观赏和利用价
值。通过开发，可以有效丰富旅游产
品，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赋能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探寻气象驱动文旅经济发展的
新动能、新路径，推动‘气象+文旅’迈
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这既是对国
家战略的积极响应，也是对人民群众
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切实回应。”熊绍
员说。

国务院印发的《气象高质量发展
纲要（2022—2035 年）》明确提出，强
化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出行安全气象
服务供给。

熊绍员表示，气象部门将加强科
技赋能，深化产业融合，推动气象融
入旅游产业发展和安全保障体系，强
化气象旅游资源供给和文物保护服
务，强化气候康养资源开发利用，建
立文旅康养气象风险预警服务体系。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业态创
新，充分释放气象资源价值，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品质化文
旅需求，推动气象与旅游产业协同高
质量发展。”熊绍员说。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新华社郑州5月20日电）

“跟着气象去旅行”
渐成新风尚

从大景区到小村庄——

“乡味”旅游为何亮眼

近年来，传统景区之外，越来越多游客选择到广袤乡野间体验“乡味”。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2025 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 7.07 亿，同比增长

8.9%；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120亿元，同比增长5.6%；全国乡村旅游从业总人数为712万，同比增
长2.2%。

从大景区到小村庄，从游客“乐子”到发展“路子”，乡村之旅何以打动人心？乡村旅游产业为何
亮眼？

初夏清晨，浙江安吉余村的竹海尚未被游
客的脚步惊醒，上海白领陈曦已经坐在民宿露
台上，看薄雾从山坳间漫过。

“这里的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她在朋友圈写
下这句话，配图是远处的茶山与一杯安吉白茶。

作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安吉的
旅游在今年“五一”假期表现依然抢眼：全县累
计接待全域游客 227.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0.99亿元，热门民宿一房难求。

漫步之江大地，步步是景、处处如画的美丽
乡村星罗棋布，“景区村”覆盖率达到 56.5%。
乡村旅游成为当地旅游业的“金字招牌”。

“我们不仅真切感受到乡村旅游的火爆，而
且注意到这种火爆来自游客内心的真需求、真
热爱、真享受。”长期从事乡村旅游工作的浙江
省旅游民宿产业联合会会长吴健芬说。

从东到西，相似的热情遍布乡野。去哪儿
大数据显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假期，乡村旅游
依旧火爆。全国搜索热度 Top20乡村不仅有浙
江余村、安徽宏村、江西篁岭村等中东部地区村
庄，也有四川明月村、贵州肇兴侗寨、甘肃扎尕
那等西部地区村庄。

观赏福建官洋村历史悠久的土楼、参与浙
江溪头村“不灭窑火”活动、体验广西大寨村的
农耕文化……乡村，也给了“中国游”的入境客
人无数惊喜。

在线旅行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来自海外
的乡村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 71%。

截至目前，中国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
旅游乡村”总数达到 15 个，位列世界第一。这
些乡村不仅是中国乡村旅游的“标杆”，也向世
界展示着美丽中国。

如火如荼：游客人数高速增长

乡村旅游为何如此火热？关键“密码”就是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乡土中国具有天然吸
引力。

在田野林间采摘徒步、在民居老宅中体验
民俗文化、在大锅土灶旁品尝有机食材……乡
村旅游的原真性和体验性，正呼应着当代人向
往的“诗意栖居”精神需求。

“乡村旅游的火热，本质上反映了城市化进
程中人与自然关系再平衡的趋势。”吴健芬说，
亲近自然、远离喧嚣的乡村，有助于帮助城市居
民获得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的“疗愈感”。

另一方面，随着多年来的发展和建设，乡村
旅游也已稳步向高端化和精品化迈进，业态不
断丰富，服务更加舒心。

今年 4月开业的携程度假农庄芮城黄河湾
联营店，坐拥一线黄河生态景观，主打高端民宿
体验，开业以来预订量持续走高。

店长董双辰介绍，距离端午节假期还有两
周，度假农庄的预订量已近 70%，户外草坪场地

也被婚礼、聚会、研学营等各类活动争相预约。
“乡村旅游早已不等于农家乐。”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随着高端住宿、高端餐饮、
独特文化体验等不断落地融合，乡村的新面貌
吸引了更多城乡居民到访。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发展旅游就是发展自
家产业。

云南阿者科村，坐拥世界级的哈尼梯田景
观，却一度面临产业单薄、梯田亩产低等问题，
守着“金饭碗”过着苦日子。

2018年起，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
中心主任保继刚提出的一项“阿者科计划”改变
了这里：村民将村落、梯田、生活方式构成的整体
作为“旅游吸引物”入股旅游村集体公司，通过发
展旅游业来实现脱贫、减贫和文化遗产保护。
2024年，阿者科村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阿者科计划’绑
定遗产保护与村民利益，确保村民获得旅游收
益的 70%，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保继
刚说。

亲近自然：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专家指出，乡村旅游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仍
然需要加强乡村旅游新形象建构，完善接待设
施，提高服务品质。

——借助数字技术重构乡村文旅生态。
在北京怀柔桥梓镇，漫山慢水·小毛驴农场

与中国农科院共建起示范基地。2025 年春耕
季，农场推出的“插秧节+AR古农书”体验，单日
接待量突破 3000人次。

吴健芬说，随着数字技术产品、服务、技术
延伸到乡村，乡村文旅人才信息素养和数字技
能也在不断提升。

——通过品牌化战略打造乡村旅游矩阵。
2024年以来，吉林省吉林市以“春踏青、夏

避暑、秋赏景、冬戏雪、四季游”为脉络，将散落
的乡村景点串珠成链，精心设计 21 个旅游主
题、95个具体点位，形成图文并茂的深度旅游攻
略，让游客随手获取“一村一景一特色”的游玩

指南。
“阿者科村、篁岭村、西递宏村等地独一无

二的人文景观，才是其吸引游客纷至沓来的最
大底气。”保继刚建议，乡村旅游要想“出圈”“出
彩”，必须精心规划发展路线，讲好乡愁乡韵故
事。

——强化融合发展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
平。

“要探索更多的方式，推动创意设计、人才、
资金、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让中外游
客感受到中国乡村风光之美、人文之美、生活之
美。”戴斌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壮 杨淑君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品牌构建：小村庄蕴含大潜能

这是这是 22 月月 2727 日在云南日在云南
省元阳县阿者科村拍摄的省元阳县阿者科村拍摄的
传统民居传统民居““蘑菇房蘑菇房””和梯田和梯田
（（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胡超胡超 摄摄

5 月 2 日，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
特市清水河县老牛湾村游览（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

4月25日，在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花
坝村，两名小朋友在樱桃园内感受采摘樱桃
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5 月 4 日，小朋友在位于回民区东乌素
图村的乌素图杏花谷景区体验游乐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 摄

4月24日，游客在游览长兴县李家巷镇李
家巷村的弁山锦园。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