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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天气变化大请留意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随着“五一”小长假结束，好天气似乎跟着结束
了。节后暴雨、强对流、降温、大风齐上阵，各地好天气
纷纷反转。未来一周天气如何？雷雨天该注意些什
么？请看本期主持人的解答。

问：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

主持人：5 月 5 日白天至 6 日，冷空气将继续影响
长江中下游及北方地区，并带来4级至6级偏北风，大
部地区降温幅度在4℃至8℃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内
蒙古西部、南疆盆地等地有扬沙或浮尘。请公众做好
防风防沙措施，大风天出门需警惕高空坠物，同时远离
临时搭建物等。

此外，5月5日白天至8日，广西、广东以及贵州东
部和南部、江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较强降雨，
两广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强降雨集中时段为5日至6日两天。

专家提醒，春夏交替，气温变化频繁，公众需留意
临近天气预报，外出注意增减衣物，做好防晒、补水。
南方雨势增强，公众行车需注意交通安全，同时注意防
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问：雨老是下个不停，如何识别暴雨预警信号？

主持人：我国各地雨季起讫时间不同，但通常集中
在4月份至8月份间。例如，华北东北雨季在7月中旬
至8月下旬；江淮地区的梅雨期从6月中旬开始。

雨一直下，公众除了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还需了
解暴雨预警信号，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表
示，红色为最高级。中央气象台近期持续发布的暴雨
蓝色预警信号是指 12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50 毫米以
上，或者已达 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
是指 3 小时内降雨量将达 100 毫米以上，或者已达到
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问：遇上“突降暴雨”该怎么办？

主持人：春夏之交，正是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
强对流天气频繁出没的时候，常见有黑云压顶、电闪雷
鸣、暴雨倾盆而下。雷雨天气发生时，如果身在室内应
远离门窗、自来水管等，尽量避开电源线、电话线，以防
这些线路和设备对人体二次放电。

公众出行之前注意收听临近天气预报，备好雨
具。强降雨时在山地行进，特别要注意避开低洼地，如
沟谷、河溪，避免受到山洪和塌方的威胁。

一旦遇到泥石流、滑坡等情况，不要冒险，最好等
待相关部门的救援并保证通信畅通；遇到雷雨天气切
勿躲在高大的树下，手中不可拿金属物品。此外，遇到
浓雾、强风等恶劣天气，应停止行进，尽量寻找布设了
防雷措施的建筑物躲避，或在地势较低处蹲下，待天气
好转后再走。 （本期主持人 郭静原）

近年来“小眼镜”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卫健委近日公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近视。同时，国家卫健
委提示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6岁
以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和电脑，家长在孩子面前应
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张勇介绍，目前我国儿童青
少年总体近视发病形势严峻，且低年龄段近视问题突出。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快速增长。此
外，高度近视问题不容忽视，高三年级学生近视度数高于
600度的占比达到21.9%。

张勇说，监测发现，67%的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
不足 2 小时，29%的学生不足 1 小时，73%的学生每天睡
眠时间不达标，课后作业时间和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
长、不科学使用电子产品等不良用眼行为普遍存在，这
些是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影响
因素。

国家卫健委表示将进一步加强近视监测与评价工
作，以高发地区和低年龄段学生为重点，以增加日间
户外活动、科学使用电子产品、合理安排学业任务等
为主要措施，指导学校和家长对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
近视综合干预。同时，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近视医疗服
务,强化近视筛查和早期发现，提高近视矫正医疗服务
水平。

同时，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特别强调，目前医学上
还没有治愈近视的方法，公众不能盲目相信治愈近视的商
业营销，下一步国家将进一步规范近视医疗服务。

“截至目前，医学上还没有治愈近视的方法。大家不
要相信能治愈近视的宣传和商业营销，因为不科学的处置
可能会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会导致眼部感染或
者外伤等严重的后果。”国家卫健委监督局医疗监督处调
研员钟发英说。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学组副组长、中南大学爱
尔眼科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智宽教授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近视是不可逆转的，但可以通过科学方法预防
和控制。研究表明，每天 2 小时、每周 10 小时以上的户
外活动，可以让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降低10%以上。

“这主要是因为太阳光的光照强度比室内光照强度高
数百倍，高强度光照一方面可使瞳孔缩小、景深加深，模
糊减少，从而达到抑制近视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光照越
强，多巴胺释放量越多，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发展。”杨
智宽说。

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近视——

少年，你应该多晒太阳少玩手机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为75.9%。这一产能水平比去年四季度
回落 0.1 个百分点，是自 2017 年二季度
以来的低点。

产能利用率是用来衡量实际生产能
力到底有多少在发挥生产作用的指标。
2017年四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迎来了
近年来的高点，为78.0%，进入2018年，
工 业 产 能 利 用 率 则 回 落 至 76.0% 至
76.8%之间。

今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
75.9%。如果与历史同期相比，一季度
工业产能利用率水平仅比 2018 年一季
度回落 0.6 个百分点，仍处于 2013 年以
来同期较高水平。

工业利用率处于相对高位，与宏观
经济平稳运行密不可分。今年一季度，
我 国 GDP 增 速 为 6.4% ，与 上 季 度 持
平。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市场供需
也在持续改善。从制造业 PMI看，尽管
前两个月 PMI处于荣枯线下方，但进入
3月份，随着企业春节后集中开工，生产
活动加快，内需继续改善。其中，3月份
生产指数为52.7%，比上月上升3.2个百
分点，重返临界点之上；新订单指数为

51.6%，比上月上升 1.0 个百分点，连续
两个月位于临界点之上。

从政策层面看，工业产能利用率处
于较高水平，也是“六稳”等一系列政
策效应累积显现的结果。去年 7 月 3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要
求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此后，各地
区各部门陆续推出一系列“六稳”政
策，一系列扩大有效投资、扩大居民消
费的政策不断推出，国家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简政减税降费政策也逐步落地。

在工业领域，相关部门研究并提出

推动落实工业稳增长稳预期政策措施，大
力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加大技术改造
支持力度，加强对工业大省和重点行业运
行监测分析，着力解决经济运行中突出矛
盾问题，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速止跌回升，高
于年初确定的 5.5%至 6%全年预期增长
目标。

从市场信心看，随着“六稳”系列政
策举措、逆周期调节政策陆续推出，逐步
落地生根，市场受到了很大鼓舞。3 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上
升 1.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上升 0.5个百分点。一季度，消费者信心

指数比上年四季度也提升了 3.2点。从
很大程度上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
处于较高水平，也是市场预期改善的
结果。

此外，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
推进，去产能成果继续得到巩固，也是工
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重要原因。一季度
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达到 79.2%，同比
提高2.3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
处于相对高位，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也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提供
了有力的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和国
际贸易有所放缓，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
多，国内结构性矛盾仍比较突出，改革发
展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犹存。特别
是在工业生产领域，外部输入性风险上
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一些地区
和行业还面临较大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
级压力，巩固向好势头还需付出艰苦努
力。下一步，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认
真落实“六稳”要求和“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八字方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
性，狠抓各项政策落实落地，确保工业经
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75.9%，工业产能利用率是高是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今年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降至75.9%，比2018年一季度回
落0.6个百分点，但仍处于2013年以来同期较高水平

下一步，要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认真落实“六稳”要求和“巩
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狠抓各项
政策落实落地，确保工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消费持续升级 出行再创新高

“五一”消费市场变化大亮点多
今年“五一”小长假延长至4天，不仅全国公路、铁路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各大景区也开启了“人海模

式”，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同时，消费升级趋势也在小长假消费中有所体现，夜间消费、品牌消费、休闲消费成

为市场热点——

“指尖消费”联动线上线下
本报记者 陈 静

银联网络交易额日均增长四成
本报记者 陈果静

4天假期激发更多出行需求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今年“五一”假期时间较往年延长一
天，激发了更多的出行需求。大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假期，长途出行更倾向于
飞机和高铁，公路出行以中短途出行为
主，其中小客车自驾出行比例相对较高。

在公路运输方面，全国公路网交通
量整体呈现“高位运行、稳步增长、合理
分布”特征。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旅客出行以中短途出行为主，旅游出
行需求较为旺盛，全国共投入班线客车、
旅游包车约 67 万辆，4 天预计完成道路
客运量约1.85亿人次。

路网监测显示，全国路网流量分布
呈现“首尾高中间缓”特征。京津冀地区
的京沪、京港澳、京藏、大广等高速局部
路段，长三角地区主要过江通道及江阴、
苏通等跨江特大桥，珠三角、成渝等地区

的城际间主要通道，大中城市周边通往
热门景区路段、通行能力较低的瓶颈路
段，在假期出程和返程高峰时段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短时拥堵，但拥堵时长、距离
均较往年有所下降。

民航运行同样保持安全平稳。据初
步统计，“五一”4天假期，全国航班正常
率为91.37%，比去年同期提升6.18个百
分点；运送旅客690.8万人次，比去年同
期增长12.4%；平均客座率约83.6%。

铁路出行则再创新高。5月1日全国
铁路迎来客流高峰，共加开列车758列，
发送旅客1724.3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
发送量历史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529.2
万人次，增长44.3%。沈阳局、北京局、西
安局、上海局、乌鲁木齐局等多个集团公
司刷新了单日旅客发送量纪录。

5月1日当天，美团酒店单日入住间
夜量超过 280 万，旅行平台飞猪“五一”
假期出行人数同比增长51%……线上线
下融合已成常态，指尖滑动成为人们拥
抱今年“五一”假期的“基本姿势”。

更便捷、更快速是人们选择指尖消
费的重要理由。拿旅行来说，“五一”假
期平均每天有超 20 万人选择“信用住”
酒店；在安徽黄山风景区、武汉黄鹤楼、
辽宁千山风景区、上海迪士尼等知名景
区，美团门票把“随买随用”“无需换票，
快速入园”等新体验带给了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五一”假期期间年
轻消费者依然是“指尖消费”的主力人
群。从飞猪平台上的旅行消费来看，

“95 后”消费者以 37%的人数占比成为
主力军，“00 后”则以超过 500%的增速
成为旅行消费的新力量。同时，“95后”
高校学生通过口碑饿了么消费外卖的频
次同比增长112.4%。不过，这些订单整
体花费并不高，说明“95后”“00后”消费
者是愿意花时间精打细算的一代。

消费升级趋势依然在小长假消费中

有所体现，升级类商品和服务拓展了新
消费的广度。此外，淘宝吃货们购买了
超过 36 万斤山东樱桃、近 40 万斤泰国
榴莲和超过 43 万斤香蕉。盒马鲜生的
中高端水果在小长假期间销售增幅明
显，整颗的泰国金枕榴莲、日日鲜的海南
妃子笑荔枝、大连黑珍珠樱桃、佳沛金色
奇异果等都在热销榜单中名列前茅。

在旅行方面，消费升级则体现得更
为明显，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旅游不再倾
向于匆匆忙忙、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开
始主动选择轻松悠闲、随走随逛的“休闲
式旅游”。根据美团《2019 五一国内旅
游新趋势报告》，今年增至4天的假期推
动了超过75%的用户选择周边和异地游
玩，全家“夜游”“旅游遛娃”等新型休闲
度假方式增长明显，海边、古镇和特色街
区等成为“五一”假期最具人气的出游场
景。同时，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宅”
在酒店或在酒店步行可达范围内就可以
享受美景、享受假期。此外，相关数据还
显示，缅甸、菲律宾、塞尔维亚、俄罗斯等
小众旅行目的地的热度迅速上升。

上图 5月4日，江西宜

丰县石市镇，小游客们在水

上乐园尽情嬉戏。

王伟林摄（中经视觉）

右图 停靠在上海南站

站台的 D5687 次列车。“五

一”小长假期间，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公司上海车辆段增

开 两 组 CR200J 动 车 组 列

车。CR200J 动力集中型动

车组是“复兴号”家族新成

员，因其翠绿色涂装，被称为

“绿巨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5 月 5 日，中国银联发布的“五
一”假日交易数据显示，“五一”假期
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达到 1.29 万亿
元，比去年“五一”假期 （2018 年 4
月29日至5月1日） 日均增长42%。

今年“五一”小长假由3天连休延
长至 4 天连休，外加全国多地天气晴
好，极大带动了旅游类相关消费增长。
银联数据显示，“五一”期间，旅行社
和大型景区售票类相关消费金额较去年
同期日均增长近六成，宾馆住宿类消费
日均增长超过三成。

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表示，与
旺盛的旅游消费需求相对应，在交通出
行方面，公路、铁路客运，以及加油消
费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五一”小长假恰逢春夏交替季节，
且商家延续习惯推出各类促销，一直以
来是老百姓购物消费的旺季。数据显
示，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日用百货类
消费增幅明显，交易金额同比增幅超过
四成，其中湖南、深圳和黑龙江是同比增
长最快的地区。与此同时，延长的假期

也为亲朋好友聚餐提供了更多时间，餐
饮消费日均同比增幅近两成。

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上，“五一”小
长假人们的目的地更趋分散，除了国
内，境外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同时，
游客的跨境用卡场景更加多元，越来越
多的消费者使用银联卡在线预订机票酒
店，境外交通、餐饮、超市、娱乐、住
宿等类型商户的银联卡交易额也持续
增长。

消费者也越来越喜欢在旅途中使用
移动支付。随着银联移动支付服务拓展
至境外46个国家和地区，更多境外游游
客在旅途中使用云闪付APP扫码支付，
或用银联手机闪付“挥”手机支付。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云闪
付 APP 银联二维码日均交易笔数和交
易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大幅增长近 8
倍、超 15 倍。此外，银联移动支付境
外日均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云闪
付用户尤其爱在港澳、泰国、俄罗斯、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地体验银联移动
支付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