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责任编辑：王辰诚 出版视觉部电话：236028686 2024年3月28日 星期四

据新华社成都3月27日电（记者张海
磊）作为第十一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重
要活动，《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3月27日在成都发布。报告显示，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
达10.74亿人，网民使用率98.3%，网络视
听“第一大互联网应用”地位愈加稳固。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副秘书长周结发布
了12大主要发现，通过多个关键数据，描
述了过去一年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成果。

报告显示，2023年，包括长视频、短视
频、直播、音频等领域在内的网络视听行业
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达11524.81亿元，
以网络视听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存续企业共
有66万余家。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
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职业主播数量
已达1508万人。庞大的从业者体量、可观
的市场规模，推动网络视听成为数字经济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我国网络视听用户
规模达10.74亿人

据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王立彬）全国设市城市城区总面积
11.02万平方千米，实际建设区域7.80
万平方千米——首次测定的全国683
个城市城区面积27日正式公布。

据悉，依据《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
要（2021—2035年）》，自然资源部组
织全国683个设市城市全面开展城区
范围确定工作，形成我国第一版全国
城市城区范围矢量数据集，首次实现
城市城区范围的空间化、定量化和精
准化。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27日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城区是指城市实
际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功能覆盖的空间地域，是研究
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由于缺
乏空间标准和相应监测手段，我国城
市建成区面积长期依靠地方填报，各
地统计口径不同，影响统计数据准确
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给科学决策带来
一定障碍。

最近五年来，自然资源部整合国
土、规划、地理、测绘和遥感等专业团
队，融合多学科优势，组织制订《城区
范围确定规程》，选取107个城市先后
开展4轮标准试划论证，最终形成两
个层面主要成果：一是全国683个设
市城市城区范围（城市化标准统计区）
总面积为11.02万平方千米，二是城市
城区实体地域范围（实际建设区域）总
面积为7.80万平方千米。

我国设市城市城区
面积首次测定

总面积11.02万平方千米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申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级政府要习
惯过紧日子。记者27日获悉，财政部日前
印发通知，从强化预算约束角度，对中央部
门和地方财政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
提出明确要求，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过
紧日子不放松。

党政机关少花一分钱，民生事业就可
以多安排一分钱。近年来，财政部门严格
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2023年，中央本级
“三公”经费支出预算，比疫情前的2019年
下降了20%；各级财政用于教育等重点民
生领域的支出，比2019年增长了25.5%。
为落实好习惯过紧日子的部署，财政部此
次明确多项举措。

通知强调，严格加强“三公”经费管
理。对“三公”经费实施更加严格的限额
管理。行政和参公事业单位不得使用非
财政拨款安排因公出国（境）费；对公务用
车严禁超标准租赁高档豪华车辆，降低车
辆运行维护费用；公务接待中严禁以虚报
人数、违规增加陪同人数等方式多开支公
务接待费。

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强调中央部门
带头大幅压缩论坛、节庆、展会等活动。会
议、培训等公务活动要优先使用单位内部
会议室、礼堂等场所，鼓励采取视频、电话、
网络等线上方式开展公务活动。

通知明确，强化预算约束和执行监
督。进一步开展预算评审，遏制项目申报
高估冒算、掺杂无关内容等问题；对违规、
异常列支费用和突击花钱的行为加大线上
监控的力度，对发现的疑点进行日常核查；
坚持常态化开展财政资金清理。

此外，通知还要求严格支出管理，兜牢
“三保”底线，强调对基层“三保”健全分级
责任体系，要求各地坚持优先使用稳定财
力用于“三保”。强化预算绩效管理，强调
要对重大政策、项目继续开展事前评估，加
强绩效目标管理。严肃财经纪律，强调严
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持续保持财
会监督高压态势。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财政
部将坚决贯彻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的要
求，中央财政带头压实责任，不断完善制度
措施，让过紧日子成为预算安排和预算执
行自觉遵循的原则，做到“大钱大方、小钱
小气”，形成长期过紧日子的良好氛围。

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

落实党政机关
习惯过紧日子明确要求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丁
雅雯 李唐宁）香气四溢的时令菜品、
琳琅满目的春季新品、熙熙攘攘的赏
花打卡地……在消费者踏青、尝鲜、购
置新品等需求带动下，“春日经济”正
焕发活力。

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赏花、出游
等多元化需求，带动了餐饮、住宿、购
物等消费走热，近期旅游消费有望迎
来小高峰。

餐饮热、购物忙
“我们从春节后就开始为樱花米

酒这款应季新品做准备，从研发到上
市，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这款饮品一
经推出，很受消费者欢迎。”连锁餐饮
企业来菜·湖北头牌藕汤品牌负责人
杨亦风说。

春分节气到来，消费者外出踏青、
就餐、购物热情高涨，商家纷纷推出了
时令新品，“春日经济”活力正旺。

美团数据显示，3月1日至21日，
“樱花”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146%；含
“樱花”关键词的旅游及生活消费团购
订单量，环比增长超过600%，其中“樱
花”相关的餐饮订单涨幅最显著，环比
提升了16倍。

记者在MetalHandsCoffee前门
店看到，来店内就餐的顾客络绎不
绝。“虽然店外的桃花、月季并未绽放，
但店内明显增加的客流量已经使我们
感受到了春日的气息，高峰期甚至会
出现排队等位的情况。”该门店有关负
责人说。

消费者购物热情也有所升温。天
猫数据显示，近期早春流行、出游穿
搭、三八礼物等商品搜索量暴增，户外
充气床等轻露营装备销售升温。

消费平台什么值得买的数据显示，
2月29日至3月8日，平台“踏春”关键词
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1608%，徒步、骑
行相关产品销售明显增长。同期，宠物
出行装备订单量大幅增长160%。
“春日经济”推动了消费场景融合

和业态模式的创新。美团有关负责人
说，“外出游玩，难免有应急取送、帮办
小事的需要，3月中下旬，美团平台送
往旅游景点的‘跑腿’服务订单明显增
长。此外，游玩赏春也带动了代排队、
帮拍照等新型服务的增长。”

旅游消费有望迎小高峰
记者了解到，当前居民出行热情

高涨，旅游消费有望迎来小高峰。
携程数据显示，3月赏花跟团游

的预订量同比上涨50%。贵州安顺、
云南罗平、新疆喀什等热门赏花目的
地订单明显增长。

途家数据显示，截至3月25日，平
台清明期间热门城市民宿预订量同比
2023年增长3.4倍。

武汉住家集团负责人卞亚光告诉
记者，当前游客赏花出游热情高涨，民
宿预订旺盛。“我们本月周末的预订已
全部满房，清明假期的预订量也超过
八成，预计由樱花季带来的住宿热会
一直持续到4月底至5月初。”
“当前赏花旅游线路预订火爆，预

计清明假期旅游市场有望迎来一波出
游小高峰。”途牛有关负责人说。

部分地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消费
促进活动，有力推动了“春日经济”的
升温。如，北京市门头沟区联合河北
张家口市怀来县、涿鹿县、蔚县、阳原
县，围绕踏青、赏花、徒步、骑行、露营、
微度假等元素，推出5条精品赏花线
路；南京举办国际梅花节，并推出欢乐
游园嘉年华、钟山文学馆开馆等30余
项活动。
“春天是一年四季中最有活力的

季节，消费者踏青、赏花需求的释放，
将带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等消费
的提升，利好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
部分地方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能够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品质，有利于
文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
副教授吴丽云说。

在旅游消费方面，吴丽云表示，
2023年国内旅游已恢复到2019年的八
成左右，预计今年旅游将全面恢复，部
分细分领域可能会有更高增长。“从去
年哈尔滨的火爆到今年甘肃天水的‘出
圈’，可见旅游热度一直没断，这显示居
民的旅游消费需求是非常旺盛的。”
“春季是观测全年经济发展的重

要时间点，今年春日经济活力较往年
更加旺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魏翔说，“旅游消费方
面，从淄博到哈尔滨到天水，旅游热度
一直此起彼伏在延续，对今年的旅游
消费充满期待。”

消费者外出踏青、就餐、购物热情高涨

“春日经济”彰显消费活力

3月27日，游人在樱花盛开的浙江省宁波植物园中游玩赏花（无人机照片）。

时下樱花绽放，人们纷纷走进公园、景区游园赏樱，乐享春光。

新华社发（胡学军摄）

樱花绽放春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