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记者 赵
洪南 洪可润）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3周年。18日上午，社会各界人士在
沈阳隆重集会，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以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仲秋时节的沈阳，天空中飘起了
阵阵小雨，已有微微凉意。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巨大的
台历形石碑上，时间凝固在 1931 年 9
月18日。

1931年 9月 18日夜 10时许，日军
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
队所为，遂炮轰沈阳北大营，震惊中外
的九一八事变爆发。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
范丽红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严令“不
抵抗”，日军几小时就攻占了北大营、
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这道刻在中
华民族心口上的疤，中国人民不敢
忘！”

硝烟散尽，国殇难忘。撞钟鸣警
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开始。沈阳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前，人们
列队整齐，神情肃穆。9时18分，14名
社会各界代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槌，
撞响“警世钟”。14 响钟声回荡在空
中，寓意着中华民族 14年抗日战争的
艰辛历程，声声入心。

警报声划破天际，鸣响 3分钟，街
道上的汽车纷纷停下，鸣笛示警，行人
驻足肃立。辽宁多地也同时鸣响防空
警报，共同铭记这一国难日。

自 1995年以来，每逢“九一八”这
天，警报都会在沈阳这座城市拉响。
如今，沈阳已经连续 30年拉响防空警
报。

鲁迅美术学院的退休教授贺中令
是残历碑的设计者之一。贺中令说：

“残历碑的底座设计中出现的骷髅、骸
骨的元素，象征着民族抗战中牺牲的

先烈，残历碑主体形如一本摊开的日
历，上面布满了象征战争伤痛的弹
孔。设计这个残历碑，就是想告诉人
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不足 3 公里，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地北
大营。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
者，北大营遗址也以一座陈列馆的方
式讲述着抗战故事。

北大营旧址陈列馆呈现着当年的
原貌。陈列馆内设置“国难降临 奋起
反抗”“抗战印记 城市荣光”等主题，
通过 400余幅历史照片、200余件历史
文物以及电子地图、场景复原、全景沙
盘等多种现代化手段对历史进行展
示。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三省短
时间内沦陷，但中国人民向侵略者奋
起抗争的拼杀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杨靖宇、赵尚志、陈翰章……一个

个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抗联英雄
的事迹永远留存在人们记忆中，并化
作一种精神，永久传承。

14年抗战期间，中国以 3500万军
民伤亡的代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前来参加活动的辽宁省实验中
学学生陈嘉荣说：“作为赓续红色血
脉的年轻一代，我们不会忘记那段屈
辱的历史，我们会把先烈的精神融入
学习中，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
志。”

范丽红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记忆
是一种力量。“我们讲述这段历史，不
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忘历史真
相，给予今人前行的力量。”

警报声响起时，高铁司机宫志刚
驾驶着 G912 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附近驶
过。历史昭示未来，中国正以“高铁速
度”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勿忘九一八：沈阳连续30年拉响防空警报

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记者
杨思琪）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之际，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
念馆首次展出 1939年“满洲农业移民
入植图”。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是日
本侵略者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抢占
耕地、侵害百姓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
妄图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铁证。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自行炸毁
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

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
炮轰北大营，进攻沈阳城。此后，日本
侵略者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妄图
永久占领东北地区。

据介绍，1939年“满洲农业移民入
植图”是日本昭和 14年（1939年）由日
本拓务省出版，日本杉田屋印刷所印
刷，用 100克凸版纸，呈红、黑、浅蓝三
色，纵 76厘米，横 54厘米，保存完好。
这是在1996年4月哈尔滨举行的近现

代文物征集活动中，由民间人士捐赠，
为东北烈士纪念馆收藏。

“日本政府将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
‘七大国策’之一，所谓的‘开拓团’是对
其侵略本质的欲盖弥彰，这些开拓团成
员多为日军退役人员，具有鲜明的‘战
时为兵，闲时为农’属性。”东北烈士纪
念馆馆长刘强敏说，这张图所标出的位
置和数据正是侵华日军“二十年百万户
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清楚

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
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详
尽情况。

专家指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
北的移民史就是中国人民沉痛的血泪
史，中华儿女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奋
勇抗战。随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
其控制东北、分裂中国的野心最终破
灭。此次展出旨在呼吁社会各界缅怀
先烈，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

侵华日军新罪证“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展出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9月18日上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图为9月18日拍摄的

“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优化城市工商
业土地利用，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
场，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途合理
转换，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存量
土地和低效用地是指已经批准为建设
用地但尚未使用的土地，以及现状建设
用地中布局散乱、利用粗放、用途不合
理的土地等。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
镇化，必须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
度，促进城市发展用地从增量依赖向存
量挖潜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
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
程，2023年末城镇常住人口达到近 9.33
亿人，形成全球最大的城市体系，城市
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城市
土地利用也积累了一些突出问题。比
如，一些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存量土
地规模大，园区土地利用粗放；一些城
市空间结构不合理，有的工商业用地占
比大，生态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

不足，有的城中村夹杂其中，空间布局
散乱、功能不完善。近年来，国家大力
推动存量土地盘活利用，鼓励各地尤其
是东部地区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
促进挖潜改造、高效利用。比如，有的
城市实施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有效缓
解了耕地保护压力，改善了郊野地区生
态环境；有的地区持续实施旧城镇、旧
厂房、旧村庄改造，推动低效用地转型
利用，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腾出了空
间。实践证明，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
地，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协
调性，促进城市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
发展。但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涉
及土地权利人多、利益关系复杂，资金
投入量大、盘活周期长，经营主体积极
性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激
励。推进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需
要着力抓好以下4个方面工作。

第一，坚持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
和引领。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
要引领作用，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
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

的忌讳。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根
据城市空间功能分区，统筹新增用地、存
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等各类土地利用，提
出规划目标、实施策略、阶段工作重点
和管控引导要求。城市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应当合理划分规划单元，明确土地
利用、建筑布局、交通系统、公共设施、
绿地系统等具体规划内容，为核发规划
许可、实施开发保护建设提供法定依据。

第二，加快发展建设用地二级市
场。建设用地二级市场是建设用地使
用权人之间交易的市场，包括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等。在二级
市场中，交易价格反映供求关系灵敏，
有利于提高土地要素的配置效率。盘
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涉及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流转，必须高度重视二级市场
建设，着力完善二级市场规则，规范交
易流程，推进交易信息公开，健全市场
监管机制，完善相关税费政策。

第三，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用
途合理转换。随着产业转型和市民生
活需求的变化，传统单一功能和用途的

用地方式难以很好适应城市发展，这就
需要增强土地用途管理的适应性和灵
活性。一方面，需要健全土地混合开发
利用相关制度，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
确定土地用途兼容性正负面清单和比
例控制要求，支持空间复合利用，促进
产城融合、职住平衡，营造高品质社
区。另一方面，需要健全土地用途转换
规则，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保障安全
的前提下，允许存量土地、存量建筑依
法调整土地用途，完善土地收益管理政
策，促进提升土地要素利用效益。

第四，健全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的政策。提高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
需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多种措
施。要严格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强化规划
期内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刚性约束。大力
推动批而未供土地利用，采取依法收回、
协议收回、调整用途和规划条件后使用等
方式分类处置闲置土地。根据低效用地
再开发的特点，完善土地收储机制，优化
土地收益分享政策；完善土地供应方式，
鼓励土地使用权人自行改造开发。

如何理解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这一要求

秋日乌拉盖草原
秋日，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北部的乌拉盖草原色彩斑斓，蔚蓝色的天

幕下，河水蜿蜒流淌，草原披上“秋装”。图为9月17日拍摄的乌拉盖草原（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彭源 摄

新华社北京 9月 18日电（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 张博文）丹桂飘香，
明月皎皎，又是一年中秋节。

车站机场熙熙攘攘，热门景点人
头攒动，影院剧场座无虚席……今年
中秋假期，国内 1.07 亿人次出游、出
游总花费510.47亿元，“人潮”带动“人
气”，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优美长卷，
折射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传统民俗活动推陈出新
9 月 15 日晚 6 点，北京园博园三

号门广场，以“月映雅乐中秋情”为主
题的民俗演出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掌
声中开场。民乐打击乐《龙腾虎跃》
鼓点铿锵，一曲奏罢，观众仍沉浸在
旋律之中。

投壶下棋、国风表演……同日
晚，正在重庆市梁平区举行的“双桂
揽月·只此中秋”游园会，吸引不少市
民参加。“我和朋友专门穿着汉服来
体验游园会，还亲手制作了漆扇。”市
民陈女士说。

中秋佳节，全国多地立足传统民
俗、创新文化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
的文化活动，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在浙江永康方岩风景名胜区举
行的方岩庙会上，村民们身着传统服
装，手举大旗，交叉跳阵，长棍独练、
短棍对拆等武技表演精彩纷呈；

在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游
客与化身“嫦娥”的巡游演员对诗，成
功者可免费获得一盏古风灯笼；

在江苏扬州，夜色中，瘦西湖上
的古桥、古建筑被灯光点亮。岸边，
古风游戏、诗词互动等沉浸式体验活
动，让市民与中式美学来一场月下邂
逅……

出行数据显示，灯会游园需求旺
盛。根据滴滴出行数据，中秋假期，
北京园博园、昆明大观公园、广州文
化公园举办了中秋灯会，打车需求相
比端午假期分别上涨 340%、155%和
82%。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景区举
办中秋专场音乐会，打车需求上涨
15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许光建说，各地以共度中秋佳节为
契机，深入挖掘诗词歌赋、礼仪风俗
中的文化内涵，积极打造文化新产
品、新业态，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消费更趋理性和个性化
今年中秋假期，国内消费市场继

续彰显活力。
商务部有关监测数据显示，假期

3 天，全国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
同比增长 6.5%，重点监测企业绿色有
机食品、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18.1%和 5.7%；全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8.9%。

中秋寻古，吃月饼是必不可少的
一环。今年月饼市场兴起了“简约
风”，不少礼盒包装层数不超过三
层。月饼在分量上也进行了“瘦身”，
小包装、迷你月饼成为市场新宠。

“散装的小月饼很实惠，口味和
数量可以自由搭配，价格也合适。”在
安徽滁州一家大型超市，前来购买月
饼的李先生说。

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庞超然
说，消费者逐渐从过去的盲目追求奢
华，转变为更加注重品质和口味，月
饼这一传统节日食品正回归其文化
内涵和本质意义。

消费市场更趋理性和个性化。
美团数据显示，中秋假期，“中秋”“团
圆”主题餐饮团购订单量较去年同期
增长超 5倍，餐饮堂食增长近 20%；休
闲露营订单量同比增长312%，DIY手
工坊订单量同比增长 136.8%。京东

数据显示，低糖月饼备受青睐，比如
低糖五仁月饼成交额同比增长 45%；
性价比较高的白酒受到消费者追捧，
在调研中更多消费者选择单价在 100
至300元的白酒。

“节假日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的
一扇窗口。中秋假期，理性和个性化
消费趋势明显，表明我国经济结构持
续优化，逐渐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
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庞超然说。
文旅融合趋势明显、短途游成主流

中秋节期间，在位于宁夏中卫的
沙坡头旅游景区，连绵的沙丘、壮美
的黄河吸引着众多游客纷至沓来。
来自四川成都的崔璐陪同父母在沙
坡头体验了骑骆驼、大漠飞天等项
目，“和家人在这里感受大漠风情，体
验中国传统文化，很是难忘。”

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据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中秋节假期，
全国国内出游 1.07亿人次，按可比口
径较2019年同期增长6.3%；国内游客
出游总花费 510.47亿元，较 2019年同
期增长8.0%。

文旅融合是突出亮点。飞猪数
据显示，中秋假期，赏月游、赏灯游的
搜索热度同比分别增长 61%、267%，
北京园博园“京彩灯会”、成都武侯祠
拜月祈福仪式等主题活动成为中秋
假期赏月游、赏灯游热门景点。

“微度假”短途游成假日主流。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中秋假期呈现以
中短距离游为主的特点，在市内及周
边的“微度假”备受欢迎。携程数据
显示，中秋假期，同省酒店订单占比
超50%。

出境游延续较高增长态势。飞
猪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出境游预订量
在端午基础上继续增长，境外门票、
境外当地玩乐、国际邮轮预订量环比
端午假期均保持两位数增速。

“重视文化体验和个性化服务是
今年中秋旅游市场的突出特点。欣
欣向荣的假日旅游市场，彰显着中国
经济发展的新活力。”许光建说。

文化市场火热向好
中秋假期，电影市场供给丰富。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中秋档（9月15
日至 17 日）全国电影票房为 3.89 亿
元，观影人次为957万，国产影片票房
为 3.32亿元，占比为 85.35%，《流浪地
球 2（3D版）》《野孩子》《出走的决心》
等影片类型多样。

“文博游”热度持续升温。中秋
佳节，全国各地博物馆纷纷“上新”各
自展陈：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举办

“梦回古今——博物馆中秋之夜”主
题游园活动，通过古今交融的陈列展
览、非遗展演和民俗消费体验，让市
民和游客沉浸式体验古人夜游场景；
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孩子们身穿汉
服，在“古代书房”沉浸式感受古人读
书氛围；杭州博物馆邀请游客在中秋
之夜亲手制作莲花灯。

携程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各地
博物馆门票订单量较端午假期增长
15%。美团数据显示，湖北省博物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等成为假期
热门打卡地。

以深度体验传统文化为主的“新
中式”消费火热。美团数据显示，中
秋假期，茶馆“新中式”主题套餐订单
量同比增长550%，“非遗手工”搜索量
同比增长373%，“国宾馆”搜索量环比
上涨11%。

“总体来看，这个中秋假期，文化
活动多样、民俗体验丰富，消费市场
活力足、人气旺，假日经济正焕发新
的活力。”庞超然说。

文旅消费升温 市场活力释放
——2024年中秋假期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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