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一些人收到装有

大闸蟹免费兑换卡的快递，

未曾多想便按照提示扫码

入群，结果在客服诱导下遭

遇诈骗。此类新型诈骗话

题迅速登上热搜，不少网友

也表示收到过类似蟹卡。

此类新型诈骗为何能

得逞？这是由于诈骗分子

通过不法手段获得消费者

信息，通过快递形式获取信

任。在消费者扫码入群后，

诈骗分子便会要求其下载

APP，开启刷单任务。前期

以小额返利使消费者放松

警惕，在大额充值后不予返

还本金和返利完成诈骗。

可以看出，此类诈骗不

过是披着蟹卡外衣、使用刷

单返利手段的老套路。近

年来，经过执法部门严厉打

击和媒体曝光，公众对刷单

返利这一诈骗手段的警惕

性越来越高。但面对包装

精美的快递，一些消费者还是掉进了诈

骗分子的陷阱，可见预防网络诈骗的防

线仍需不断加固。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公

众获取信息、消费购物的方

式愈发多样，同时更容易接

触虚假信息。从冒充银行

工作人员打着“保护资金”

“消除不良征信”“受理投

诉”等旗号实施的电话诈

骗，到通过算法仿真合成的

“AI换脸”诈骗，再到如今的

蟹卡诈骗，新型诈骗层出不

穷。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个

人信息泄露和消费者风险

意识不足。

一 直 以 来 ，时 常 有 不

法分子以非法手段盗取、

贩卖用户信息。黑色产业

链不仅会影响公众日常生

活 ，稍 有 不 慎 更 会 造 成 难

以 挽 回 的 经 济 损 失 ，应 引

起各方重视。对于消费者

来说，在收到不明快递时，

一 定 要 验 证 快 递 员 身 份 、

查 看 包 裹 内 物 品 ，不 要 提

供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

等个人信息。有免费的礼

物送上门，更应提高警惕并通过官方途

径核实快递来源。

诈骗方式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

宗。消费者一定要擦亮双眼，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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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海 新 通 道 越 走 越 宽 广
走进重庆市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

满载小汽车的货运专用列车正蓄势待

发。另一作业区，几台橙色的大载重巨

型 龙 门 吊 正 移 动 作 业 、装 卸 货 运 集 装

箱。“运量大的时候，货运班列每天有 50

多列。”中国铁路成都局重庆车务段小南

垭站货运主任周琴告诉记者。

2017 年 9 月，首列南向通道铁海联

运常态化班列从团结村中心站开出，成

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前身。2018

年底，小南垭站发出首班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目前，重庆已形成以

团结村中心站、小南垭站、鱼嘴站为主要

到发点的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体系，对

内辐射 18 个省份的 69 个城市、138 个铁

路站点，对外通达 1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3 个港口。运输品类由最初的不到 50

种增加到当前的 980 多种，运量由 2017

年的 2900 标箱增长到 2022 年的 14.8 万

标箱，5 年增长了 50 倍。

过去，重庆本地的商品要想出口到

东盟国家，要沿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再

通过海运到达东盟各国。西部陆海新通

道（果园港）班列开通后，货物可以从重

庆直接通过铁路到广西钦州港装船出

海，有效缩减了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

国外产品由此进入中国市场，同样

更加经济、便捷。9 月 21 日，首趟火锅食

材进口班列抵达小南垭，200 多吨的巴

西进口冻鸡爪、越南进口耗儿鱼等火锅

食材经广西入境后，与非冷链货物组成

整列发运到达重庆，摆上百姓餐桌。

在珞璜临港产业城，老挝的啤酒、泰

国的椰子卷⋯⋯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

前一亮。“这些进口商品都是通过西部陆

海新通道班列抵达国内的。”重庆江津综

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高宇说，“过去这类商品的进口零散，规

模小，成本也不好控制，现在用自己的通

道更加高效。”重庆市政府口岸物流办主

任杨琳介绍，今年前 9 个月，重庆依靠铁

海联运班列、国际铁路和跨境公路班车

等运输方式，运送货值达 193.3 亿元，至

今已累计运输 54.6 万标箱，货值达 906.5

亿元。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朋友圈”越来

越大，沿线地区对东盟 10 国进出口额从

2019 年 的 6916 亿 元 提 高 到 2022 年 的

8817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8.91%。强大

运输能力和经济活力，不断加强重庆与

世界的联系。以通道带动物流、以物流

带动经贸、以经贸

带动产业的态势初

步形成。

赛力斯集团发

运整车及零部件超

过 1 万 标 箱 ，货 值

20 亿元；惠普重庆

基地电脑产品经钦

州海运至越南⋯⋯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

许新成表示，物流运力的提升和跨境贸

易的繁荣，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提供了

肥沃土壤。据介绍，以江津为核心功能

区的中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建设正在加

快推进，致力于打造农副产品加工、先进

装备制造、现代农机装备产业基地，持续

提升通道产业能级，加速培育壮大枢纽

经济。

2022 年，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贸易额达 3331.4 亿元，2013 年

以来全市累计实际使用外资 293.5 亿美

元。目前，重庆正在大力实施西部陆海

新通道 5 年行动方案，聚焦通道运输能

力、经济协同发展、通道贸易规模、通道

服务效率、通道数字赋能等 5 个方面，力

争取得新的突破。

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各地多举措提升旅游体验
本报记者 潘世鹏 耿丹丹 王胜强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业复苏势

头强劲。文旅部数据显示，假期国内出

游人数达到 8.26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

比 增 长 71.3%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7534.3 亿 元 ，按 可 比 口 径 同 比 增 长

129.5%。面对集中释放的旅游消费需

求，热门旅游城市纷纷结合本地特色，

推出一系列举措提升出游体验，让游客

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推出多元产品

为丰富游客体验，优化旅游产业结

构，多地打造更多旅游精品，在满足多

元化旅游需求方面下功夫。

这个假期，海南省发挥“旅游+”效

应，推出滨海游乐、休闲康养、美丽乡

村、红色传承、体育运动、黎苗风情等旅

游路线超 30 条，举办各类旅游文体活

动 204 场，为不同偏好的游客群体推荐

各具特色的文旅线路。

在旅途中享受一场音乐节，正成为

更多年轻游客的选择。来自乌鲁木齐

市的游客张雨带着家人参加了新疆库

木塔格沙漠音乐节，“在沙漠参加音乐

节还是第一次，现场氛围很好，家人们

一起看烟花、听音乐简直太棒了。”张

雨说。

新疆各地州文旅部门在“双节”期

间还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亮点

突出的文旅活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

10月 1日正式开板、首届露营节“伴着星

空 亲近自然”在伊犁昭苏县举办⋯⋯

一系列沉浸感、体验感、互动性强的文

旅活动为广大游客和当地群众奉上一

场有声有色的文旅大餐。

避开同质化、结合当地资源和产业

特色的文旅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欢

迎。河北省秦皇岛市依托滨海旅游和

长城文化两大核心资源，着眼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旅游与体育、康养、研

学、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延长旅游产

业链，推动旅游产业差异化发展，优化

假日产品供给。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健

生认为，如今旅游“偏向小众化”“去景

区化”现象越来越明显，游客更愿意选

择个性旅游产品。

优化公共服务

如何在假日期间保障出行安全、提

升公共服务质量，是各热门旅游城市面

临的共同考验。

“双节”假期，河北省秦皇岛市共接

待 游 客 433.9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45.01%；实现旅游收入 49.77 亿元，同

比增长 2492.52%，创历史新高。

面对庞大的客流人群，北戴河机场

完善大客流保障预案，通过增开安检通

道、缩短航班截载时间、提供行李免费

寄存等方式，确保假日期间机场运行平

稳有序。秦皇岛铁路部门成立服务队，

加强在进出站口、站台、扶梯等重点处

所的广播提示及旅客引导，共发送旅客

47.96 万人。

为更好满足旅客旺盛的出行需求，

节日期间，海口美兰、三亚凤凰机场积

极与各航空公司统筹部署运力投放，在

海口往返北京、上海、深圳、郑州、乌鲁

木齐、澳门等热门城市的航线上投放宽

体客机，提供更多座位，保障旅客顺畅

出行。

专家认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是旅游城市的重要基础资源，也

是城市旅游的强大吸引力。

也有景区通过分流参观人群、延长

闭馆时间等方式，满足游客参观需求，

助力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中

秋国庆假期，新疆各地文博场馆热度持

续攀升，众多游客在此了解当地历史文

化、人文风情。为满足游客需求，新疆

博物馆连续 8 天“不打烊”，日均参观人

数在 1 万人次左右。全疆各地的景区、

文化场馆等纷纷推出免费、半价、打折

等多种形式的旅游优惠政策，拉动文旅

消费。

规范经营秩序

热门景点周边酒店“一房难求”、经

营场所擅自提价⋯⋯针对以往假期旅

游出行痛点，各地积极维护市场秩序，

保障游客权益，增强旅游消费信心。

海南省持续开展旅游市场整治，用

好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确保广

大游客在海南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三

亚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加大力

度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实现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统一

目标，促进三亚旅游高质量持续发展，

助力三亚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新疆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

长曹志辉介绍，当地指导星级旅游饭

店、等级旅游民宿、自驾车旅居车营地

等旅游住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引导旅

行社企业规范经营，优化旅游消费环

境。同时，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治，重

点打击不合理低价游、未经许可经营旅

行社业务等行为，优化市场环境。

消费权益和旅游安全是提升游客

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中秋国庆假期，多

地行政执法、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

门联合行动，全面规范景区旅游市场秩

序，通过各有特色的举措让游客玩得安

心，助推文旅业持续增长。

绿 色 扮 靓 雪 域 高 原

在“镜湖”拍摄布达拉宫倒影、登顶

俯瞰拉萨城全貌⋯⋯如今，树木葱郁的

南山公园成了拉萨市民游客休闲的好

去处。“1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谁 也 想 不 到 今 天 的 南 山 绿 树 成 荫 。”

2003 年定居拉萨的周长英说：“绿色扮

靓了拉萨，提升了我们的生活品质。”

“过去，山上都是石头，树坑是电钻

钻出来的，客土、树苗都靠人背马驮。

为保证成活率，我们修建了水泵站，后

期管护更是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用心

用情。”拉萨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

二级调研员李宝平说，自 2012 年启动

南山造林绿化工程以来，拉萨先后在不

同海拔高度、立地条件的南山片区，分

别开展了春季、雨季和秋季人工造林试

验，有针对性地试种了不同苗木来源地

和不同规格的乔木、灌木，成功在西藏

实现了海拔 3900 米以上半干旱地区人

工造林“零的突破”。

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主要人权，

南山造林绿化的成功实践，为居民创造

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西藏开展河谷

地区规模化生态建设和修复积累了经

验。截至目前，已累计栽植各类苗木

4300 万株，完成营造林 31.93 万亩。

拉萨市曲水县茶巴朗村村民旦增

说：“参与植树造林，我每天能拿到 200

多元工资。把树种好管好，出门抬头就

能见绿，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如今的拉萨，一处处生态功能完

备、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公园绿地水

景，让“推门看得见绿、散步走得近绿、

休憩摸得着绿”成为市民的日常，良好

生态也成为拉萨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免费蟹卡有猫腻

翟子豪

□ 本报记者 刘 莉 朱双健 吴陆牧

□ 本报记者 贺建明

加强田管促丰产
本报记者 薛海燕 蒋 波

秋风送爽，产粮大省江苏各地正在

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利用新技

术、新设备，加强田间管理，抓好秋粮生

产，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走进盐城市亭湖区盐东镇洋桥村种

粮大户王其玉家的连片稻田，看不到农

户打药施肥的忙碌身影，取而代之的是

无人机上下飞舞、植保机来回穿梭。“今

年以来，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实施‘小

田变大田’，全程实现机械化耕作，显著

提高了耕作效益，目前种植的南粳 9108

品种水稻亩均产量达 1400斤左右，两季

亩均纯收益达600元以上。”王其玉介绍。

种粮要高产，良田是保障。“洋桥村

将原本 1368 块零散田块整合为 58 块大

田，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预计亩产可增

加 50 公斤，每户年均获得近万元的收

入。”盐东镇党委书记石云介绍，近年来，

全镇累计投资1亿元完成了4.9万亩的高

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推动粮食种植面积

超过 15.6万亩，总产量达 1.64亿斤，实现

了粮食面积、单产、总产、品质“四增”。

江苏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提升

粮食产能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已建

设高标准农田 5100 万亩。今年，江苏

计划新建 120 万亩、改造提升 207 万亩

高标准农田。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是提升产

能的重要技术途径，江苏大力推广该模

式，强化技术集成应用，推动复合种植

面积超 115.7 万亩。

这几天，位于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

孙湾村的 2500 多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迎来了收获季。“通过采用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疾病虫害发生

率、农药使用量均降低了，农产品产量、

质量都提高了。”孙湾村玉米种植大户

吴继化告诉记者，今年玉米亩产接近

900 公斤，较上年增加 240 多公斤，亩均

增收 800 多元。

江苏省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当地

秋粮面积 4469.9 万亩，较去年增加 9.4

万亩。其中，大豆种植面积超过 336 万

亩，较去年扩种 20 万亩以上；玉米种植

面积 731 万亩；水稻种植面积预计 3338

万亩左右，水稻单产有望继续增长。

10 月 13 日，广西梧州市长洲水利枢纽，船只有序通过船闸。今年第三季度，长

洲船闸过闸船舶数 39831 艘、过闸船舶核载量 10895.79 万吨、过闸船舶实载量

6169.85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0.30%、15.08%、31.12%。 何华文摄（中经视觉）

（上接第一版）
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创造了

不朽的功绩：他们穿越戈壁沙漠，开辟

出联通亚欧的陆上丝绸之路；他们直

面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的海上

丝绸之路。他们之所以名垂青史、誉

满中外，是因为其依靠的是驼队和善

意，而非战马和刀枪；是礼物和友谊，

而非坚船和利炮。

正因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秉持天

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中华文明

一直饱含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

与时代共同进步的旺盛生命力，连接

东西方、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

才得以福泽万方。

斗转星移，潮落潮起。中华民族

历经筚路蓝缕，在新时代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第一大制造业国、对世界经济

增长贡献率约三分之一——中国人民

创造的发展奇迹让世界为之惊叹。

中华民族 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

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新中国70多年

发展史，改革开放40多年探索史，一脉

相承，无不饱含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尚

和合、求大同的精神追求和处世之道。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

中国。今日中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

体量，更在于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大

国担当，在于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

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

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出发，正确认

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纵使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

上，世界也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

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

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在

开放中进步，在合作中发展，已成为人

类社会前进的内在逻辑和内生需求。

中国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没有

大国博弈的冲动。一直坚定站在历史

正确一边，坚定奉行“大道之行，天下

为公”，坚定选择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

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坚定

把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

界发展大格局中，与世界良性互动、共

同发展，与世界深度交融、命运与共。

为共建国家发展创造新机遇、为

经济全球化增添新活力、为完善全球

治理提供新方案⋯⋯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开创历史的方式，诠释着新时

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四）

合作共赢的现实，迎来的并非

只有掌声和鲜花。个别国家固执地

戴着有色眼镜，炮制出种种谬论：所

谓“经济胁迫论”，指“一带一路”合

作 胁 迫 相 关 国 家 ；所 谓“ 债 务 陷 阱

论”，称“一带一路”项目让相关国家

掉 入 债 务 陷 阱 ；所 谓“ 新 殖 民 主 义

论”，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

殖民非洲的工具⋯⋯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

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

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

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中国同

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不是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不以意

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

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习近平主席

用几个“是”与“不是”，讲明了共建“一

带一路”的真实样子。

“一带一路”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

享，追求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何来“经

济胁迫”？“一带一路”项目按照市场规

律和国际规则行事，从来没有强迫任

何一方借款，从不在协议中附加任何

政治条件，何来“债务陷阱”？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帮助非洲国家创造就业、

发展产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和

发展，何来“新殖民主义”？

种种荒唐言论，不过是反华的陈

词滥调，是“中国威胁论”的“一带一

路”版本，完全经不起推敲。

为何偏偏有人不厌其烦地睁着眼

睛说瞎话？究其根源，是西方一些人

身体已进入 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殖

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

和博弈的老框框内。打破中心与边缘

迷思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

他们的地缘政治想象。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超越西方

中心论，代之以人类社会整体发展

观；超越文明冲突论，代之以包容互

鉴原则；超越零和博弈论，代之以合

作共赢理念；超越历史终结论，代之

以时代发展眼光。其不仅改变了世

界发展格局，也让人类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的沉疴旧疾颓势毕现。其蕴

涵的丝路精神、发展理念、哲学智慧，

意味着新的人类文明和世界精神正

在崛起。

在回答“一带一路”是什么时，巴

拿马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埃迪·塔皮尔

罗给出了这样的答案——“那将是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一带一路”这片热土之上，各

国人民正沿着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阔

步前行。只要国际社会坚持赓续丝路

精神，心连心，不停步，就一定能创造

出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