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云浮融媒记者 梁振）
2025年春节期间，我市电影市场呈现
出一派繁荣景象，观影热潮持续升温。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月4日0时，
13家电影院春节档总票房（含预售）已
突破 886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35%；总观影人次（含预售）超过 19万，
同比增长约33%。

在各大影院，熙熙攘攘的观众在售
票窗口和自助取票机前排队购票，五彩
斑斓的电影海报和宣传展板吸引众多
观众目光。放映厅内座无虚席，观众沉
浸在电影的世界中，不时传来阵阵欢笑
声和掌声。

今年春节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
了动画、喜剧、悬疑、神话、武侠和军事
等多种题材。其中，备受期待的动画
续作《哪吒之魔童闹海》、喜剧悬疑片

《唐探 1900》、神话电影《封神第二部：
战火西岐》、武侠电影《射雕英雄传：侠
之大者》、军事战争电影《蛟龙行动》以
及合家欢动画电影《熊出没·重启未
来》等，为云浮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大的
活力。

“孩子之前看过《哪吒》第一部，这
次特意带他来看第二部。”一位家长
说。另一位市民兴奋地说：“《唐探》系
列一直很搞笑，这次新片一上映就赶紧
来看了，果然没让人失望。”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影已
成为春节期间人们休闲娱乐、增进情感
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云浮电影市场
的火爆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娱乐选择，也预示着影视产业的广
阔发展前景，为全市的文化建设注入了
新的活力。

886万元！
云浮春节档票房增长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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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荐

本报讯（云浮融
媒记者 许舒婷）春节
期间，新兴县委社会
工作部、共青团新兴
县委员会、新兴县志
愿服务联合会组织志
愿服务队伍、志愿者
参与 2025 年春节六
祖故里旅游度假区志
愿服务活动。

从大年初一至
年初七，志愿者们来
到六祖故里旅游度
假区，以“保畅通、保
安全”为目标，为游
客提供旅游咨询、特
产介绍、秩序维护、
文明劝导、乘车指
引、协助拍照、便民
利民、应急救援等志
愿服务内容，帮助来
到六祖故里旅游度
假区的游客们安全
出行、温暖过节，也
为旅游志愿服务注
入青春血液，受到广
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此次活动累计招
募志愿者 480名，累
计服务时长 5000 小
时。

新兴县组织志愿者春节期间参与六祖故里旅游度假区服务

累计服务时长5000小时

新春佳节，漫步在新兴县东成镇，
一条条整洁的乡村小道、一幢幢清新雅
致的农家小院、一幅幅洋溢着乡土风情
的墙绘艺术映入眼帘，街头巷尾张灯结
彩，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春联“福”字满
是新春的韵味……这般喜人景象，是东
成镇深入推动“百千万工程”后，蓬勃发
展、焕然一新的生动注脚。

百景乡村“翻新出彩”
田园画卷绚丽多姿

沿着村道，走进东成镇碧塘村，仿
若踏入一幅徐徐铺展的田园新画卷。
乡村小道平坦整洁、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白墙黛瓦间尽显清新雅致，庭院间
花草葱郁，满溢着生活的热忱。“现在村
里建设得如同旅游景区一般，每一处角
落都干净整洁。”春节打工归家的彭先
生对村里的变化更是感触颇深。

在东成镇，碧塘村的美景并非个
例，而是全镇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自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来，东成镇锚
定目标任务，聚焦答好“四道题”，聚力
打赢“两大攻坚战”，稳步推进美丽圩镇

“七个一”建设，深入开展农房风貌品质
提升行动，镇村容貌焕然一新。

东成镇“百千万工程”硕果累累。
“四沿”区域及典型村重点改造农房达
193栋；精心打造“党员林”等主题林
30个，建设提升 269个小生态板块，成
功打造 140户“美丽庭院”，为村庄增
添盎然绿意。总投资约 320万元，长
约 3公里的“融湾东成・廻龙风貌”美
丽乡村风貌带顺利建成，如一条丝带
串联起古院、云河、礼村等地，带动人
居环境品质大幅提升。同时，扎实开
展裸露土地整治复绿工作，持续推进
廻龙河未达标水体综合整治工程，累
计完成清淤 12.2公里，河水逐渐恢复
清澈。

千般产业“开花结果”
经济引擎火热兴旺

春节期间的青山绿水温泉度假区
热气腾腾，游客们在这里尽情享受着
惬意时光，不远处的东利渔业同样热
闹非凡，一群身着防水服的渔民们满
脸笑意齐声呼喊着号子，有条不紊地
拉着渔网，当渔网被拉到岸边，鱼儿瞬
间倾泻而出，在地上铺成了一片“鱼
海”。如今，东成镇产业兴旺，企业生
产繁忙，乡村旅游火热，一幅描绘着产

业兴盛、生活富足的壮美蓝图正缓缓
铺开。

近年来，东成镇持续擦亮东成丝苗
米、沃田蔬菜基地、东利渔业、甲鱼等土
特产名片；推动凉果、皮具业、不锈钢餐
厨业等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延伸产业
链；大力发展旅游康养融合发展产业
链，推动温泉度假区提质增效，打造湾
区旅游目的地。深入推进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占地面积 6万平方米、投
资4100万元的扶桂村“政银企村户”共
建家庭农场实现部分投产，建成后将带
动10条自然村集体经济达到10万元以
上。

万策安民“强基固本”
治理效能显著突出

值新春佳节，东成镇处处锣鼓喧
天，热闹非凡。村里精心组织的文艺汇
演、舞龙舞狮等活动精彩纷呈，引得村
民们纷纷驻足观看，欢声笑语回荡在大
街小巷。在这欢乐祥和的背后，是东成
镇一直以来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生动实践。镇村干部、网格员、护林员、

“百千万工程”互助工作队等基层力量
坚守岗位，关注着每一处可能出现的状

况，协调处理各类事务，确保春节期间
各项工作有序运转。

近年来，东成镇坚持党建引领，大
抓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以多元共治为
有力抓手，直击基层治理中的难点、痛
点与堵点问题。积极投身于探索新时
代服务群众的创新路径，通过打造“家
门口”的精细化服务体系，实现了基层
治理水平的稳步提升，为乡村的和谐稳
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2024年以
来，推动全镇 17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提质扩面、提档升级，开展各
类新时代实践活动900余次；持续擦亮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金字招牌，
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成功
调解137起矛盾纠纷，共为当事人挽回
经济损失 259万余元。真正做到让矛
盾化解在基层，服务延伸到家门口，为
乡村稳定筑牢坚实根基。

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愈加
兴旺，基层治理有力有效，处处皆是生
态宜居的美好景象。在“百千万工程”
强劲东风的吹拂下，东成镇正以昂扬之
姿大步迈向繁荣新征程，一个宜居宜
业、景美人和的魅力乡村正在拔节生
长。 （潘诗琪 黄钰婷）

面貌焕新 产业发展
——新兴县东成镇推动“百千万工程”工作侧记

聚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冷！冷！冷！蛇年首场寒潮来
袭！云浮平均气温将下降3～5℃

数说大湾区丨一年生产价值
20万亿元的工业品，广东凭什么？

广府年味，先“炸”为敬

本报讯（云浮融媒记者 许舒婷）
春节假日期间，青春云浮Go·云城促消
费“123年货节”系列活动火热来袭，商
家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推出各具特色
的促消费活动，消费市场供销两旺。据
统计，2025年春节假期8天拉动云城区
消费市场约3.96亿元，同比增长5.8%。

记者了解到，各大商超、农贸市场
等备货充足，保障节日期间蔬菜、粮油
等日常生活物资供应，满足群众春节消
费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假期8天云城
区限额以上商超行业零售额完成约
1850万元，同比增长 6%。为给广大市
民“舌尖上的享受”，春节期间城区内餐
饮企业 70%正常经营，其中 13家限额
以上大型住宿餐饮企业全部营业。除
夕当天城区内各大餐饮酒楼的包间预

订十分火爆，据不完全统计，假期 8天
云城区限额以上餐饮行业零售额完成
约2700万元，同比增长8%。春节前夕
迎来返乡车流高峰，城区内 17家石油
品牌32个站点全力保障春节出行。据
不完全统计，假期8天云城区限额以上
10家石油企业21个站点零售额完成约
1.58亿元，同比增长8%。

吾悦广场、东西街还推出了民俗表
演、园游会、王婆说媒等活动，吸引大量
客流。1月28日-2月4日，云城东西街
总客流 28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
流量累计为 60万人次，营业额约完成
2400万元，同比增长 13%。其中益华
广场人流约 28万人次，营业额约完成
960万元；吾悦广场人流约 32万人次，
营业额约完成1440万元。

云城区春节假日经济飘红

拉动消费市场约3.96亿元

冰箱里“被遗忘”的蔬菜烂了，果园
里卖不出去的果子扔了……

业内专家和研究报告指出，“吃掉
1/3、扔掉1/3、烂掉1/3”，蔬菜、水果等七
大类食物一年损耗浪费数亿吨。日常
生活中，蔬菜、水果存在大量浪费、损
耗。

是什么造成了蔬果的大量损耗？
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新华视点”记
者展开了调查。

蔬菜、水果损耗浪费不容忽视

春节过后，山东济南市民张敏对冰
箱进行了“大扫除”，扔掉一批“生鲜垃
圾”：一整颗生霉的卷心菜，四个软烂的
柿子，一抽屉变皱的苹果……这些蔬
果，有的是一箱箱网购来的，有的是从
超市里一袋袋买回来的，还有的是父母

“投喂”的。
“心疼这些浪费掉的蔬果，也心疼

钱。但没办法，吃不完放进冰箱，忙起
来就忘了，放坏了只能扔。”张敏说。

除了家庭中的蔬果浪费，零售环节
的蔬果损耗也较高。

在京津冀地区，记者走访一些蔬
菜、水果经销商时了解到，分季节看，夏
季损耗高于冬季。总体来看，蔬菜损耗
率达 10%至 15%，其中白菜、菠菜等叶
菜损耗较大，占总损耗的六七成；水果
损耗率为 8%至 10%，其中葡萄、香蕉、

猕猴桃损耗较大，约占总损耗的七八
成。

“萎蔫、腐烂的蔬菜、水果，要么剥
掉表皮，要么直接扔掉，菌类根部也要
掰掉。店里虽有两个保鲜柜，但只能存
放 100斤左右，不足以满足日常保鲜需
求，对温度、环境要求较高的水果蔬菜
坏得快、扔得多。”北京一名店主说。

在浙江一家柑橘种植园里，果农周
春国对2023年大片柑橘烂在树上、无人
采摘的情景记忆犹新。

“2023年柑橘丰产却价贱，地头批
发价每斤才 1元多，但人工采摘柑橘每
人每天要200多元。越摘亏得越多。都
是好橘子，全浪费了。”周春国说。

《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
告》也显示，我国蔬菜、水果等七大类食
物损耗浪费率约为 22.7%，按 2021年产
量计算，共损耗浪费4.6亿吨，折合经济
损失达1.88万亿元。

多环节短板不足造成损耗浪费

业内专家表示，我国蔬菜、水果在
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仍存在一定短
板不足，造成了损耗、浪费。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研究员
田生科等受访专家认为，在生产环节，
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限制了蔬菜、水果产
业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农产品与工
业产品不同，保质期普遍较短，一旦价

低卖难，浪费就很难避免。
2024年 6月，记者走访山东滨州、

菏泽、聊城等地农产品生产基地发现，
西瓜、芸豆等农产品的地头价低于往年
同期。

“农产品价格越贱越卖不动。一卡
车西瓜，一天只能卖一半。”受访农户、
蔬果经营商户告诉记者，西瓜等农产品
前几年价高，吸引农民跟风种植，面积、
产量一扩再扩；加之受天气影响，部分
蔬果出现高温大棚、低温拱棚、露天三
种种植方式“撞期”上市情况，致使价格
低迷，卖难浪费。

在流通环节，不少受访者反映，我
国农产品的物流体系发展仍相对滞后。

周春国说，自己种植的柑橘属于外
皮较薄、果实偏软的品种，其附加值无
法覆盖单颗包装成本；而成箱销售时，
压箱底的柑橘易被压坏，损耗较高。

在山东一蔬菜产销基地，当地交通
部门调研发现，蔬菜物流水平还不高：
只进行简单包装，采用常温物流配送，
耗损较大。

虽然当地的两大交易市场在 2018
年就实现了蔬菜等农产品交易量超 50
亿公斤，但成规模的蔬菜冷链运输企业
却只有 2家，全域冷链运输车辆 100余
台，数量不足且运力有限。

在消费环节，综合加工利用技术匮
乏也造成了不少蔬菜、水果的“被动浪

费”。
一位长期研究蔬菜储运保鲜与加

工的专家告诉记者，许多地方的消费市
场对净菜需求旺盛，净菜加工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有食用或利用价值的副产品，
可进行深层次加工利用；但目前这方面
技术相对匮乏，造成 20%至 30%的资源
被浪费。

此外，一些消费者因促销活动或缺
乏合理规划，一次性购买大量蔬果，导
致吃不完、腐烂变质，不得不扔掉；还有
的消费者和商家过于在意蔬果外观，那
些不漂亮、形状不规则或有小瑕疵的产
品因此被丢弃。

如何减少蔬果浪费

2024年 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
浪费行动方案》提出，切实降低粮食和
食品损耗浪费。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食品科技学院
教授刘绍军认为，根据蔬菜产区的栽培
面积和生产能力，加强恒温库设施建
设，提高冷链运输能力。

为保持蔬菜新鲜、避免积压浪费，
河北省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建
设了高标准蔬菜冷藏保鲜库，并设计了
专用货架，通过张贴内部识别码，使产
品可追溯，快速了解库存情况，便于仓
储管理。

“蔬菜入库、出库过程中，我们用叉
车装卸，保持蔬菜包装规格不变，避免
了人工搬运和二次装卸造成的蔬菜损
耗。”秦皇岛小江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邬大为说。

商务部等 9部门 2024年底印发的
《关于完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推动批发
零售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7年，果蔬和肉类冷链流通率分别
达到25%和45%。

山东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副
教授张雯认为，在改进包装设计、加工
工艺之余，可以发挥电商优势，优化蔬
果流通模式，减少过剩生产、库存积压
和物流损耗。

“家人们，冬天就要吃烤红薯。”在
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银城街道后赵庄
村，3名老薯农开直播卖红薯。当地还
将后赵庄村红薯交易市场建成京津冀
红薯重要集散地，依托直播账号影响
力，年红薯吞吐量达5亿斤，大大减轻了
红薯集中上市期的销售压力。

此外，业内专家指出，有的家庭习
惯一次性买大量食物放到冰箱里，吃的
时候拿出来，这一做法并不可取。一些
细菌在冰箱中照样可以生长繁殖，甚至
污染别的食品。消费者应摒弃“冰箱就
是食物保险箱”的观念，根据实际需要
购买食材，树立健康节约意识。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不少蔬菜水果进了垃圾桶，如何减少损耗浪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叶婧 郭雅茹 许舜达

本报讯 2025年春节是春节申遗
成功的第一个春节，郁南县节日氛围浓
厚，文旅消费市场迸发新活力，非遗热、
年味足、人气旺。据统计，春节期间全
县累计接待游客约 26.61万人次，同比
增长4.07%，其中过夜游游客约9.15万
人次，一日游游客约17.46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约 28475.66万元，同比增长
11.62%。

节前，郁南县加强文旅体活动开展
及相关宣传，通过县主流媒体和利用各
景区、旅行社、娱乐经营场所等LED显
示屏滚动播放文旅体活动信息，围绕

“请到郁南过大年”主题精心策划多项
活动，提高春节假期文旅市场活力。春
节期间，举办“巳巳如意迎新年 运动不
息度新春”广场舞展演、象棋围棋公开
赛、乒乓球公开赛，以及“福送万家”送
福送春联、新春有奖猜谜、非遗贺新春、

博物馆里过大年、连滩山歌晚会等多项
文旅体活动。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更
是游人如织，人们前往公园行大运，打
卡“黄小希”（郁南无核黄皮文创 IP），
感受浓浓的新春气息。

春节假期，乡村休闲游、红色游、森
林生态游同样深受市民和游客喜爱。
大王山国家森林公园、桂圩龙岗田园综
合体、南江小镇、南江古水道、磨刀山展
示馆等景区景点深受游客青睐。其中
亲子游、自驾游占了较大比重。不少来
郁南游玩的游客第一站就选择红色旅
游景区，在游览中学习党史、缅怀英烈，
让假期更有意义。

据了解，春节假期，郁南县各景区
秩序良好，宾馆、饭店最大限度地满足
游客的食宿需求，工作人员文明执法、
热情服务，没有出现突发事件和旅游投
诉。 （本报通讯员）

郁南春节假期文旅消费市场迸发新活力

实现旅游收入逾2.8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