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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韵 新 风 平 江 路
烟花三月，正是江南好时节。来到

苏州平江路，满眼粉墙黛瓦、小桥流水，

精雅细腻的江南风貌让人流连忘返。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隅，占地

约 116 公顷，至今仍保持着“水陆并行、

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是苏州古城

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

护区。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江南的

水路是风景，也曾是“阻碍”。平江路居

民唐先生回忆，以前河两岸交通不便，

只能步行或骑自行车，河水污染严重，

河道残破。居民日常用的是“三桶一

炉”（马桶、浴桶、吊桶和煤炉），环境脏

乱、设施老旧，居住条件十分简陋。

近年来，苏州围绕“全域旅游”和

“苏式居住”功能定位，以“激活”作为保

护传承工作的关键词，老宅居民过上了

新生活。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是

文化工程，也是民生工程。苏州市姑苏

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规划保护处处长王

永法介绍，他们对历史街区的文物建

筑、传统民居进行保护和活化利用，改

造提升公共空间和公共基础设施。先

后实施平江路风貌保护与环境整治、古

建老宅活化利用和城市居民家庭改厕

等工程，开展管线入地、雨污分流、河道

治理、“平江九巷”工程等，居民的生活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一 条 平 江 路 ，半 部 姑 苏 城 。 秉 持

“修旧如故，以存其真”的精神，修缮后

的 平 江 路 最 大 程 度 保 留 了 街 道 原 有

风貌。

唐先生告诉记者，平江路整体风貌

和小时候差不多，整体布局也与宋代

《平江图》相差不大。

保 护 与 利 用 相 结 合 ，不 仅 改 善 了

街区 1.3 万名居民的生活条件，还吸引

了 新 朋 友 —— 平 江 路 的 游 客 与 日 俱

增 ，不 少“ 头 回 客 ”变 成 了“ 回 头 客 ”。

江苏南通的李婷已经是第 3 次来到这

里，“每次都有新惊喜，这次是为了体

验汉服旅拍”。

汉服体验馆、概念书店等新业态不

断涌现，咖啡馆、文创店等创意店铺接

连开张⋯⋯老宅里开出网红店，评弹声

伴着吉他曲，传统街区与现代商业在这

里碰撞，焕发出新生机。

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卢建英说，平江

路就像苏州的“双面绣”，展现了苏州古

城的不同面，既传统又现代，既古老又

年轻。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不仅能够保

护和传承文化，还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新

机遇、新活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苏州人的责任。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活的遗产”，更

要将它们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王

永法表示，要让每个普通市民都能怀有

对古城的深深热爱，自觉钻研、探索，并

广为传播、承续，不仅物质形式上传承

好，更在心里传承好。

□ 本报记者 樊楚楚 中国经济网记者 鞠 然 严格监管高频量化交易

彭

江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

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

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要出台程序化交易监管

规定，加强对高频量化交

易监管。

程序化交易是指投

资者通过计算机程序，自

动生成或者下达交易指

令的行为，市场一般称之

为量化交易。虽然量化

交易有助于提高交易效

率、提升市场活跃度，但

相对中小投资者而言，采

用量化交易的机构投资

者放大了技术、信息和速

度优势，在一些时点存在

策略趋同、交易共振等问

题，加大市场波动。部分

机构过度频繁交易，快速

报单撤单，交易短期化特

征 明 显 ，有 操 控 市 场 的

嫌疑。

目前，境外成熟市场

普遍对程序化交易特别

是高频交易实施严格监

管 ，建 立 了 诸 如 强 制 登

记、差异化收费、异常交易行为监控等

针对性监管安排，部分国家还将利用

程序化交易实施“幌骗”的行为认定为

市场操纵，进行处罚。

我 国 资 本 市 场 有

2.25 亿 投 资 者 ，中 小 散

户占比超过 99%。考虑

到程序化交易能够放大

信 息 、技 术 等 方 面 的 差

距 ，有 必 要 在 其 报 告 管

理 、交 易 监 管 、系 统 安

全 、差 异 化 收 费 等 方 面

明 确 一 系 列 要 求 ，以 维

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

场 秩 序 ，促 进 程 序 化 交

易 发 挥 积 极 作 用 、规 范

健康发展。

对高频交易实施差

异 化 监 管 ，既 不 是 要 将

其 拒 之 门 外 ，也 不 是 听

之 任 之 ，而 是 按 照 趋 利

避害、规范发展的原则，

有针对性地采取监管安

排。如针对大量报单撤

单 行 为 ，可 以 采 取 差 异

化 收 费 方 法 ，提 高 其 交

易 成 本 ，达 到 限 制 高 频

交 易 目 的 。 目 前 ，证 监

会已出台文件授权证券

交易所提高高频交易收

费 标 准 ，并 考 虑 收 取 撤

单费等其他费用，证券交易所要加快

落 实 相 关 细 则 ，促 进 市 场 稳 定 健 康

发展。

耗能大户变减排先锋
本报记者 杨开新

水泥厂，在不少人印象中与“重污

染”“高耗能”直接挂钩。近日记者走

进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只见道路干净整洁、小树枝叶繁

茂，空气中也没有异味。

这家公司建立于 1958 年，是宁夏

第一家水泥厂。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

王俊表示，近年来，该公司配置第四代

中置辊破篦冷机、高效节能型风机，建

成日产 4000 吨的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生产线及配套 7 兆瓦的纯低温余热发

电系统。相比以往，每生产 1 吨熟料，

就可节省约 10 千瓦时电、约 10 公斤

煤，达到中国建材行业最高标准。

青铜峡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熊莉表示，重点用能企业年耗能总量

占规模以上工业耗能总量的 90%以

上，是节能减碳工作的主战场。近年

来，当地分类施策、积极引导，持续实

施绿色化改造，累计实施节能项目 24

个，争取奖补资金 800 余万元。

青铜峡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平原中

部，九曲黄河穿境而过，保护母亲河已

成为宁夏全区共识。通过持续深入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当地生态环境质

量得到持续改善。

今年前 3 月，宁夏全区优良天数

比 例 达 74.5% ，同 比 上 升 2.5 个 百 分

点；20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Ⅲ类及以上

水质优良比例为 95.0%，同比上升 5.5

个百分点；劣Ⅴ类水体持续为 0；黄河

干流宁夏段水质稳定保持Ⅱ类出境。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

平学智表示，将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聚焦群众

感受最直接、需求最迫切的生态产品，

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藏 粮 于 技 促 增 产
本报记者 余 健

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赉特旗

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的高标准农田里，

五道河子农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万立

勇和社员们忙着播种水稻。在北斗导

航系统的指引下，播种机来回穿梭，不

一会儿就播种了一大片。

兴安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去年全盟粮食产量

135.63 亿斤，粮食作物单产 867.9 斤/亩，

比全区平均单产高 112.4 斤/亩。粮食总

产、单产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十四连增”。

近年来，当地土地集约化水平、机

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从整地、播种、田

间管理到收割基本都用机器，种植效

率和质量明显提高。万立勇介绍，他

们采用水肥一体化灌溉模式，与传统

种植方式相比，既简单又节水，水稻品

质也不错。

扎赉特旗农牧和科技局局长陈健

表示，当地高标准农田建设及运营维护

工作有序推进，社会化服务水平逐年提

升。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

护性耕作、粮油作物单产提升、黑土地

保护利用等项目为抓手，大力推广秸秆

还田、增施有机肥、膜下滴灌、浅埋滴灌

等技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春耕备耕时节，也是地膜使用和清

理的关键时期。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

旗大石寨镇永丰村村民高裕广说，残膜

不仅影响种地，还污染环境。现在回收

地膜有补贴，干起活来更有劲。今年，

他流转的 1000 多亩地回收废旧地膜卖

了 3 万多元。为加快回收进度，他雇了

3 台废旧地膜清理机连续作业，春耕前

已把田里清理得干干净净。

在科右前旗，每年地膜覆盖种植玉

米面积稳定在 30 万亩左右，年产废旧地

膜约 1200 吨。经过多年实践，科右前旗

探索出了“2 本台账+3 种处置方式”模

式，构建起村乡旗三级地膜使用与回收

2 本台账，采用了机械回收利用、无害化

处理和燃料化 3 种方式，减少了地膜对

环境的污染，实现了循环再利用。

今 年 ，兴 安 盟 农 作 物 总 播 面 积

1780.89 万亩，与上年持平；粮食播种面

积 1704.7 万亩，较上年增加 8.11 万亩。

目前全盟建成高标准农田 801 万亩，今

年还将建设高标准农田 130 万亩，实施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850 万亩。

兴安盟农牧局副局长李雪山介绍，

目前兴安盟优质高效增粮、绿色高产高

效项目以及 60 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和 55 万亩大豆单产提升工程准备工作

已全部落实到位，各地将适期开展播

种。截至 4 月 20 日，全盟农作物已播种

10.75 万亩，其中玉米 7.5 万亩，杂粮 1 万

亩，小麦 1.8 万亩，春播蔬菜 0.45 万亩。

5 月 1 日前后兴安盟将迎来播种高峰，

日播种面积预计可突破 50 万亩。

单产有望稳步提高，产需平衡压力缓解——

我国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本报记者 沈 慧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

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去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重

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力，科技支撑能

力稳步提升，农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

在 4 月 20 日举办的 2024 中国农业

展 望 大 会 上 ，《中 国 农 业 展 望 报 告

（2024—2033）》对 外 发 布 。《报 告》预

测，未来 10 年，随着我国粮食单产稳步

提高，粮食产需平衡压力将有所缓解，

粮食自给率有望提高至 91.5%。

农 业 农 村 部 市 场 预 警 专 家 委 员

会秘书长许世卫表示，去年我国农

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向好、稳中有

进 势 头 ，“ 三 农 ” 基 本 盘 进 一 步 夯

实 ， 为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提 供 了 有 力

支撑。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处代理

代表谢赫·阿哈杜扎曼表示，中国年均

粮食产量多年来稳定在 6.5 亿吨以上，

人均粮食产量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在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方面为世界

树立了榜样。中国是国际粮食市场的

一个重要稳定器。

展望 2024 年，许世卫认为，随着新

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面实

施，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供给能力将持续增强。

与此同时，经济回升向好、居民收

入不断增长，带动农产品消费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营养与健康需求导向更

加明显，主粮消费将下降，奶制品、果

菜鱼消费将增加。受国内产量增加、

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等影响，大宗农产

品进口量将减少。

未来 10 年，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

将得到充分发展，随着生物育种技术

取得新突破，高产高效技术模式大面

积推广，耕地质量不断提升，预计粮

食单产水平也将提高。在大力实施

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

动 下 ，农 产 品 产 量 稳 步 增 长 ，预 计

2033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7.66 亿吨，年

均增长 1.1%。

未 来 10 年 ，工 业 消 费 增 长 将 成

为 拉 动 粮 食 消 费 增 长 的 主 要 动 力 ，

粮 食 供 需 紧 平 衡 将 成 为 长 期 态 势 ，

但 是 产 需 平 衡 的 压 力 将 有 所 缓 解 。

在 许 世 卫 看 来 ，我 国 粮 食 贸 易 规 模

仍将维持高位，但总量有所下降，利

用国际粮源适当弥补紧缺品种产需

缺 口 、改 善 品 种 结 构 仍 将 发 挥 重 要

作用。

未 来 10 年 ，我 国 将 继 续 扩 大 高

水 平 对 外 开 放 ，农 产 品 贸 易 保 持 增

长 趋 势 ，粮 食 等 重 要 农 产 品 贸 易 结

构 持 续 优 化 ，贸 易 伙 伴 更 加 多 元 。

《报 告》预 测 ，我 国 农 产 品 产 销 对 接

体 系 将 更 加 完 善 ，农 产 品 价 格 将 更

灵 敏 地 反 映 市 场 供 求 ，优 质 优 价 特

征明显。随着国内供给能力不断增

强 ，大 宗 农 产 品 价 格 与 国 际 市 场 联

动效应减弱。

﹃
三月三

﹄
带动购销两旺

广西节庆消费活力足本报南宁 4 月 20 日讯
（记者童政）广西壮族自治区

商务厅透露，4 月 11 日至 14

日，广西“三月三”假期期间，

政银企联动推出各类商文旅

融合促消费活动，全区消费

市场购销两旺。数据显示，

广西 68 家商贸重点企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 17.3%，其中

零售业同比增长 17.1%，餐

饮企业同比增长23.8%。

据 介 绍 ，2024 年 广 西

“33 消费节”消费券发放活

动持续火热，累计发放 60

万 份 ，带 动 销 售 额 超 2000

万元；消费贷信用卡分期活

动 带 动 交 易 笔 数 超 8000

笔，销售额 5500 万元；专享

消费券活动带动家电、家居

消费 1500 万元。

“三月三”期间，广西各

地积极组织汽车、家电等重

点 企 业 推 出 各 类 促 销 活

动。汽车方面，南宁市举办

春季惠民车展、桂林市举办

广西“三月三”汽车博览、梧

州 市 开 展“ 汽 车 分 期 购 行

动 ”，企 业 反 馈 客 流 量 较 节 前 提 升

18.3% ，销 量 提 升 12.8% ；家 电 方 面 ，梧

州、来宾、崇左等地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

动，对家电以旧换新按 8%给予补贴；成

品油方面，中石化、中石油、

中海油等企业聚焦出行需

求，推出办卡有礼、加油满

减等优惠活动。数据显示，

广西 45 家零售业重点企业

“三月三”期间实现销售总

额同比增长 17.1%。

各地还结合文旅特色

活动持续开展各类餐饮促

销，发放各类餐饮消费券，有

效带动服务消费较快增长。

美团、大众点评数据显示，广

西餐厅堂食交易额环比增长

110%，其中异地游客贡献交

易额增长约 200%。广西地

区的旅游消费订单环比增长

约300%。

“ 三 月 三 ”期 间 ，广 西

各 地 民 俗 活 动 热 闹 非 凡 ，

众 多 游 客 慕 名 而 来 ，全 区

各 大 商 圈 街 区 、景 区 景 点

人 头 攒 动 。 数 据 显 示 ，广

西 全 区 重 点 监 测 步 行 街 、

夜间消费集聚区客流量同

比 增 长 43.45% ，销 售 额 同

比增长 41.71%。

此外，广西持续开展系

列网络促消费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共促，

推动网络零售额快速增长。“三月三”期

间，广西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5.2%，直播销售额同比增长 6.7%。

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上接第一版）立信数据研究院院长潘

建成表示，面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

快速发展，职场中年人对自身知识的

更新迭代需求正在增加。

重点群体保障有力

今年伊始，春风行动如期而至，

主要面向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

动 者 、有 用 工 需 求 的 用 人 单 位 等 加

强协调对接。一季度，各地稳就业政

策红利持续释放，加大了就业帮扶力

度，举办各类招聘活动 6.4 万场，发布

岗位 4300 多万个。

3 月下旬，“职引未来——2024 年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

专场活动”启动。人社部全国人才流

动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期间，

相关部门和单位针对就业需求量大、

市场紧缺领域，推出医疗卫生、先进

制造、新能源等行业专场招聘会；结

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推出“一带一

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

湾区等专场招聘会；结合地方产业特

点、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需求，灵

活 、密 集 组 织 专 业 化 、精 准 化 、小 型

化、定制式招聘会。

专家认为，随着各项稳就业政策接

续落地，劳动力市场将继续回暖，相关

人群就业也将逐步改善，全国就业形势

将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

安表示，当前，就业优先政策效果已显

现出来，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

体就业保持基本稳定。

不过，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依然不小，做好重点群体稳就业工作，

仍需多方发力。李长安认为，要推出

针对大学生就业的帮扶政策，包括就

业创业、见习计划等，还要加大财政金

融支持力度，使就业政策切实发挥出

效果。

4 月 19 日拍摄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八步镇的 321 国道，在崇山峻

岭间蜿蜒盘旋。近年来，毕节市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乡路网布局，

构建起以高铁高速为骨架、国道省道为支撑、县乡公路为脉络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互联互通、高效便捷的交通路网有力支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史开心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