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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海关总署党委书记孙梅君在
全国海关工作会议上表示，2024年我国外
贸首次突破 4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5%，
连续第 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2024年，海关全年出台并实施进一步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通关便利16条措
施；落实关税减让和各类税收优惠措施，共
减免退税款2829亿元；在20个城市开展促

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29项改革创
新措施目前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准许62个
国家和地区 111种次农食产品输华；推动
新开、扩大开放口岸 14个；新设保税物流
中心7个。

（唐诗凝）

中国连续8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春节消费亮点纷呈 世界看好中国商机

三部委安排预拨8000万元支持四川救灾重建
本报讯 2 月 8 日，四川宜宾市筠连

县发生山体滑坡。国家发展改革委紧
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
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
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
四川迅速组织开展抢险救援，重点做好
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
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 （魏玉坤 温璐）

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 金蛇迎春，春
到福来。中国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农历
新年，中国消费市场亮点纷呈，“洋年货”走
俏为海外企业带来巨大商机，中外游客“双
向奔赴”为国际旅游业注入强劲动能。海
外人士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前景，期待继续
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机遇和红利。

“洋年货”走俏孕育商机

法国葡萄酒、智利车厘子……随着中
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关税总水平不断
降低，全球“尖货”成为中国人年货大礼包
的重要元素。“洋年货”走进千家万户不仅
满足了中国消费者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也
推动海外企业与生气蓬勃的中国市场携手
成长。

法国葡萄酒是中国人春节餐桌上的常
客。法国重要葡萄酒产区奥克西塔尼大区
国际经济发展局食品与酒业部门负责人凯
瑟琳·马沙贝尔介绍，大区高度重视中国市
场，积极参与进博会以及“从法国农场到中
国餐桌”机制。

“2025 年是农历蛇年，经销商准备了
各种带有蛇图案的礼品盒来推广葡萄酒。”
马沙贝尔说，大区葡萄酒经销商活跃在中

国的大型商超、免税店、餐厅和酒馆。
为抓住春节商机，水果制品企业法国

安德鲁集团推出了“甜蜜糖果礼包”等特色
产品，增加了门店试吃、买赠等活动，收效
明显。“我们的预期销量是往年同期的两倍
以上，创春节销售业绩新纪录。”该集团中
国区销售总监窦海燕说。

车厘子色泽红润、形状饱满，契合中国
人喜爱的红色、圆满等意象，可谓春节送礼
佳品。在智利水果出口商协会车厘子委员
会执行主任克劳迪娅·索莱尔看来，车厘子
作为新春礼物承载了人们对幸福与成功的
期盼。

索莱尔说，智利出口的车厘子超九成销
往中国，中国市场需求旺盛使车厘子成为智
利水果中的明星产品。智利央行统计公报
显示，2024年该国车厘子出口额达35.74亿
美元，居各类水果之首，较上年增长51.4%。

中外游客“点燃”春节游红火景象

过大年要买年货、吃大餐，更要安排上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春节假期延长、免
签国家增加等利好因素激发了中国游客的
出境游热情，海外游客也利用来华便利政
策加入春运人潮，沉浸式体验中国春节，中

外游客“双向奔赴”为多国旅游业及经济发
展注入新动力。

站在桑给巴尔岛洁白的沙滩上，中国
游客李晨光和妻子赵雪相视而笑。“这里可
以看到塞伦盖蒂草原的动物大迁徙、湛蓝
的印度洋，还有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峰……”
赵雪一脸兴奋地说。

有人钟情非洲的自然风光，也有人喜
欢东南亚的热带风情。大年初一午后，新
加坡“詹爷爷”冰淇淋摊前有近 40人排队
等候。“最近，中国游客占一半以上。春节
前后，每天能比平时多卖大概 20%。”年逾
七旬的摊主詹培秋说。

随着赴新加坡的中国游客消费观更加
多元化，闹市中充满文艺气息的百胜楼成
为游客新宠。百胜楼一家设计书店老板阿
卜杜勒·纳赛尔对中国游客印象深刻。“他
们喜欢寻找独特的设计类书籍。”

这个春节，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
也经历了“春运”。忙碌的机场记录了中国
游客对热浪沙滩的期待，也见证了马来西
亚游客对中国北方冬日风光的憧憬。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今年春
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 1436.6 万
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春节同期增
长6.3%。

消费折射中国经济潜力

春节消费热潮之下，消费新业态、新场
景不断涌现，数字、绿色、健康相关消费热
度攀升，让海外人士感知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活力。他们期待以春节为契机，把握中
国市场消费新趋势，共促消费潜能释放，共
享中国消费市场“蛋糕”。

法国乳制品公司菲特集团董事长埃尔
韦·拉诺埃说，中国市场已形成更注重品质
和健康的消费趋势，比如，集团旗下拥有原
产地保护标志的黄油等产品获得中国客户
高度赞赏。他坚定看好中国市场消费潜力。

几年前，智利车厘子出口商吉制公司
出口部经理埃尔南·加尔塞斯敏锐地洞察
到中国市场商机。他举家搬到上海，并设
立了公司中国办事处。“我们希望继续开拓
中国市场，发展电子商务，强化品牌形象。”
加尔塞斯春节期间告诉笔者。

在以旧换新政策加力的带动下，中国
消费者“焕新”热情高涨，促进数码产品等
消费走高，也令一些外国品牌看到商机。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24年包括无反相
机在内的全球数码相机出货额恢复到数年
来最高水平，中国Z世代年轻人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精美照片的需求是这背后的重要
推动力，相关企业正考虑增强产品性能以
持续吸引消费者。

中国消费市场展现的广阔前景让许
多国家渴望加强对华合作。“对坦桑尼亚
旅游业来说，中国春节是极具战略意义的
商机。”坦桑尼亚旅游局局长埃弗拉伊姆·
马富鲁说。

中国的春节，世界的年味，春节消费热
潮为世界经济注入融融暖意。海外人士认
为，随着中国出台更多经济提振措施，中国
消费潜能将不断释放，新型消费将培育壮
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将继
续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
发布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登记在册的
企业数量达 6122.6万户，比 2023年底增长
5.1%。企业发展质量稳中有升，2024 年，
企业信用指数上升到 160左右，处于较好

区间。2024年12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0.68，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提升。其
中，可靠性分指标、经营性分指标、关联性
分指标总体稳定，财务性分指标、合规性分
指标、监管性分指标环比增加。2024年第

四季度，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9.84，与前
三季度指数相比回升明显，企业信用指数
总体在高位波动。“四新”（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充满活力。2024年，

“四新”经济领域的新设企业数占到新设企
业总量的四成左右。

（林丽鹂）

2024年登记在册的企业数同比增长5.1%

广西首个海上风电示范项目全容量投产
本报讯 广西首个海上风电示范项

目——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近日
全容量投产，标志着中国首个全部风机
基础采用嵌岩基础、首个零补贴的平价
海上风电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由广西
投资集团旗下广西能源集团主导推进

建设。项目建设83台单机容量8.5兆瓦
风电机组，装机容量 70万千瓦，于 2023
年 3 月正式启动，2024 年 1 月首批机组
并网发电，实现广西海上风电“零的突
破”，历时545天建设实现A场址工程全
容量并网投产。

（杨 陈）

重庆全面取消住房限售政策
本报讯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 2月 8日发布通知称，从即日起，取
消该市中心城区原已纳入两年限售范围
住房的再交易管理。这是该市继2024年
取消中心城区新购住房限售政策以来，
再次取消以往还在限售期内的存量住房
再交易管理政策。据了解，自 2017年 9
月23日，该市施行限售政策以来，该市中

心城区范围内新购住房经历了从“须取
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到
如今全面取消限售的转变。此次全面取
消限售意味着无论何时购买的房子，只
要有房产证都可上市交易。据官方数
据，2025 年春节期间(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重庆市中心城区商品房日均成交量
同比增长25.5%。 （张旭）

本报讯 笔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
春节假期，公众出行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自驾出行是绝对主力，占比近八成。全国
高速公路总流量达 4.36亿辆次，日均流量

约为5600万辆次。整个假期全国公路网流
量呈现“前低后高”的特征，农历正月初六
车流量达到假期最高峰值。交通运输部运
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节日期间人员

密集流动，综合交通各方式均实现较快增
长，重点城市群跨区域流动占比高。公路
人员出行量、铁路、民航旅客发送量同比增
长均超过3%。在节前集中返乡和节后集中
返程时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出行比较集中。（韩 鑫）

春节假期公众出行总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文/许映明

2023年5月，经笔者阅读，编辑王铁成
先生撰写的全国各地城市历史人文景观为
主体；兼历史圣贤、时代伟人、山川名胜、
节日喜庆、地方人才、纪文等十多个题材的
文赋、骈赋，共116篇，并发表于人民日报
艺术网，新华网，中文网等六大媒体。在热
烈庆祝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二十五周年之
际，欣喜地又读到王先生撰写的一组四川，
陕西，重庆，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
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十二篇赋文。二
十五年前，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是党中
央，人民政府的一项战略国策，目的是提高
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持续稳
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平衡中西部经济
发展，加快实现东西部共同富裕，巩固国
防，其战略意义重大。然细读通观王先生
上述十二篇赋文，他将西部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地理位置，地貌概况，地下资源，
历史人文景观，政治文化，科技发展，经济
发展，历史贤才名士轶事典故等，用赋文作
了高度精准的概述。诚如王先生在《四川
赋》第三段文撰写道：

人杰地灵，嘉才代续。嫘祖始蚕，抽
丝编绢制裳；天府之父，遗泽万世堪当；仲
翁施政，巴蜀文教之创；子渊擒藻，文赋绝
代倜傥；长公观星，历法遗惠千秋；千两黄
金，长门赋情未央；远山之眉，凤求凰欲断
肠；子云投阁，陋室铭中思邦；子敕忠义，
辞章藻丽斐光；王平将才，虎卧北境如狼；
谯周独笑，蜀晋门徒盛昌；童山蠢翁，遭陷
谪戍西疆；一代良史，三朝辞真义藏；天罡
星落，针穿铢眼无双；雄浑苍劲，伯玉文启
初唐；谪仙降世，鲲鹏遨历四方；苏门三
杰，辞章妙笔飞扬；金马碧鸡，伉俪情笃情

长。中华之将相，蜀中才人多。希贤革
新，玉阶统军，仲弘诗帅，伯坚巧谋，福骈
智深，瑞卿睿勇。援朝护国，继光以膺掩
阵，少云烈火永生。

读上述王先生这段二百五十字的赋
文，用字之古雅，对句则神摹意会没疑义，
撰写此种文风境界，别有天地，此谓之文可
载道一点都不过；其次，他精通史学，引古
今贤人名士，英雄烈士共有三十人，正所谓
用典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般。文赋，骈赋起
源于汉，然经历了蹉跎岁月之沉浮起复，王
老师不遗余力，积极探索，并付诸践行，为
赋文植根神州大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推动赋文的
发展，功不可没。笔者也算是个赋迷，故通
观王先生撰写的“西部十二省市自治区十
二篇赋文”，骈赋为主，文赋为次。而赋文
除导语外，通篇基本对偶，押韵，行文流畅，
音韵自然和谐；其炼词熔典得当，读之似
文如诗，美感十足，此乃是其笔力与心魂所
至，诚如晋代论家陆机所说的，“诗缘情而
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此既抒发感情，又
描述客体本质，人文情怀，地方风俗，读之
爽朗通畅。然王先生赋文修辞之精辟，文
史底蕴之深厚，阅历之见多识广，静心之治
学，勤勉之奋进；而崇骈偶，对句工，辞丰
意雄，流丽斐然，并自觉顺应时代的政治生
态环境，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的精神
风貌，文化特征；其文学眼光，审美与现代
语境等综合意识视野，是王先生撰写“西部
十二省市”十二篇赋文成功出采的关键。
其次，王先生撰写的“西部十二省市”赋文，
篇幅控制千字前后，押韵正规，朗诵起来，
犹如金杯碰玉盏，锵然清音阵阵而声远，且
具有时代的美学特征，丰富了文学艺术的
表现形式。此正是古为今用，与时俱进的

深刻内涵与时代精神。
让笔者惊叹的是，王先生撰写的《陕西

赋》第二段，将有历史摇篮之称的三秦大
地，有古都之明珠，华夏之宝库美誉的人文
景观，道教兴废，佛教禅事，各朝代皇室逸
事等，一气呵成撰写了超千字大文。笔者
摘录其中两百来字欣赏如下：

北魏道武，始建净觉之寺；大隋文帝，
无漏迭之兴废；玄奘请经，以成法相之宗。
舍利贝叶有供奉，大乘佛教为圣地。尊佛
藏于塔下，壁画着于楼阁。进士及第，杏园
有赐宴之恩，曲江有流饮之觞，雁塔有题名
之荣。如来足迹，见之如拜释迦。天宝晚
秋，诗赋名流千古。莲花藻井，远眺秦岭高
麓。骊山晚照，幽王建骊宫，始皇有骊汤，
汉武修离宫，开皇列柏宇。春寒赐浴，玉环
恩宠至极。西安城墙，崇墉百雉。十八门
雄列，十三朝古韵。城墙晚照，霞光夕辉。
长乐东朓，俯瞰兴庆之宫；永宁南望，唯西
安博物院；安定西觑，大唐西市熙攘；安远
北顾，大明宫台沵迆；重檐斗角，回廊环绕，
雉堞相望，瓮城环护，马道康庄，角台御外。

上述“一句十八门雄列，十三朝古韵”，
王先生道出西安这座古城，承载着数千年
文化沉淀的历史——西周、秦朝、西汉、新
王莽新政、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
秦、后秦、西魏、北周、隋朝、唐朝的繁荣昌
盛。上面罗列十三个王朝更替，超越千年，
其辉煌灿烂之光，时至今日的西安——雄
伟壮观的宫殿巍峨，其气派非凡，而歌舞升
平则沿着盛唐王都的文脉遗韵，依然风华
再现，盛况空前。此笔者着重要强调的是，
三秦大地，人杰地灵。黄河滔滔之水川流
不息，养育了三秦人豪放与坚韧，豁达，开
朗的秉性——看今日之西安的现代文明充
满活力，其文化底蕴深厚，吸引世界各国朋

友前来旅游观赏，诠释了今韵古风相得益
彰，重现盛世之繁荣富强。由此可见，现今
之西安不同凡响，其超群绝俗的魅力，令世
人刮目相看。然王先生撰写赋文，与时俱
进，赞古颂今，其赋文质感，审美情趣具有
美学底蕴；而他笔力之锐，视线之宽，无不
反映在他文之积理，辨章析义之逻辑思维
之中。

古人写赋文，由于其时封建制度与社
会动荡使然，士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少
赋文的主题表现出——悲怆之音，惆怅伤
感；换言之，以悲为美成为魏晋一些文人
墨客撰写赋文的主旋律。然王先生，继承
先祖（王羲之）的强大基因，他才思敏捷，思
想活跃，自觉融入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脉
络，在当今文学领域，撰写具有时代意义的
独特赋文而抒发情志，此在大中华改革开
放取得伟大成就；在热烈庆祝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二十五周年之际而歌颂——四
川，陕西，重庆，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
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王先生此
举，彰显他的家国情怀。此亦是当今每一
位学人的立足点。当然，撰写文学作品是
有时代性的，每一位学人，时刻必须牢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任，古为今用，吸取其
精华，为我国的文艺复兴而撰赋文，其意义
不言而喻。

笔者读了王先生撰写的十二篇“西部
十二省市赋文”，给我总体印象是，其文铸
语之工，炼意之巧，修辞之精，史学之通，此
是文之大者也；笔者着重要讲的是，王先
生的赋文之美，是继承六朝文赋风格，且有
晋代文赋大家陆机的文脉遗韵。陆机的文
赋，是属于中华民族典型的骈体范文而立
于千古不朽；然王先生博综古今，臻其壸
奥，开拓文赋这个体裁，在天高厚地的滋养

中，必然是志存高远而彰显其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志向。鉴于王先生撰写了十
二篇“西部十二省市”赋文，其思路清晰，自
然能逮住核心内容而写；然善写者则寓意
透明，善品者则赏心悦目，且余味无穷。笔
者一贯认为，撰文者若用情深切，文章自然
打动人。王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用山东人
其热情豪爽的秉性，义不容辞地为全国各
地城市历史的人文景观，用其大笔，深情纵
横驰骋；其百多篇赋文，其修辞达意丶其
文采雅丽。然山之有脉，水之有源，王先生
其赋文，文脉则来自古为今用丶来自他的
精通史学丶来自他的家国情怀丶来自他的
灵心慧意而绽放了各类赋文的光彩。笔者
作为一个赋迷，对王先生表示深深的敬
意；因他不遗余力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此功德无量！史上曹植撰写赋文 47
篇，而傅玄则创作了56篇赋文，西汉文学
家枚皋曾撰写了120 多篇赋文，而王先生
笔耕不倦，志趣格高，在不长的时间里，撰
赋文超 140 篇，此自古至今，也算凤毛麟
角，估计没人超之。仰望金銮，品尝玉液，
是士子之愿；珠峰虽高，立志攀登，是毅力
所在，王先生加油！

2025年2月8日于禅城季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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