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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审 旗 ：沙 地 腹 地 中 的 能 源 新 城
■图文/乌审旗人民政府

公益广告：各地形象宣传

新疆独库公路恢复通车
本报讯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

一的独库公路于5月底恢复通车，7座以
下小型客车均可通行。据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统计，开通
前 3 日进独库公路车流量达 56646 辆
次。独库公路是国道217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 561
公里，穿越雪山、草原、峡谷等多种地
貌，是一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

每年 10月以后，随着降雪增多，独库公
路出现积雪、结冰等现象，无法通行，会
暂时封闭。今年，新疆公路养护部门提
前派出清雪人员和机械不间断清雪、除
冰，并加紧修补破损路面、路基，清理路
面碎石、塌方，修复交通安全设施等。
随着清雪、路面修补等工作完成，独库
公路具备开通条件，今年开通时间比去
年有所提前。 （李亚楠）

本报讯 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 49.5%，环比上升 0.5个
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3%，
环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
数为 50.4%，环比上升 0.2 个百分点，我国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5月份PMI环比
上升，显示出经济运行有所回稳。分项指
数变化显示，需求整体趋稳运行，企业生产
止降回升，新动能持续向好发展，大型企业
回升向好，小型企业有所改善，企业预期有

所回升。值得关注的是，进出口指数均有
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和进口指数分别为
47.5%和 47.1%，分别环比上升 2.8 个百分
点和3.7个百分点。调查中，部分涉美企业
反映外贸订单加速重启，进出口情况有所
改善。

（邓秋楠）

5月份PMI指数环比回升

超越上海 全国第一，这个西部城市凭什么？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最南端、鄂尔多斯市
西南部，地处毛乌素沙地腹部，是内蒙
古 自 治 区 的“ 南 大 门 ”，全 旗 总 面 积
11674 平方公里，下辖 6 个苏木镇，常住
人口16.53万人。

历史文化底蕴
悠久的人类文明史：早在距今14万

年至 7 万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
息，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秦朝时
为上郡辖地，之后朝代该区域多为安置
北方归附民族的特别行政区域。清顺治
六年（公元1649年），编为鄂尔多斯右翼
前旗，俗称乌审旗。

丰富的革命历史：乌审旗是“独贵
龙”运动的策源地，拥有独贵龙运动旧
址、中共乌审旗委办公旧址、奇国贤故居
等45处革命遗址，零散烈士墓地34座，
是自治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
一，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作出了
先导性贡献。

多彩的非遗资源：全旗有 9 大类 80
项非遗资源，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
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
等多个方面，这些非遗项目是乌审旗人
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

自然资源禀赋
丰富的矿产资源：乌审旗矿产资源

达50多种，煤炭探明储量650亿吨、远景
储量1800亿吨以上，天然气探明储量1.5
万亿立方米、远景储量3.6万亿立方米，
拥有中国最大的世界级整装气田——苏
里格气田，是国家西气东输的主要气源
地，此外，风能、太阳能开发潜力在615万
千瓦以上，被誉为“中国天然气之乡”。

充足的水资源：水资源总量达7.8亿
立方米，黄河一级支流无定河穿境而过，
内蒙古西部最大水库——库容 1.3 亿立
方米的巴图湾水库坐落于此，为当地的
工农业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水
资源保障。

广袤的生态资源：全旗植被覆盖度和
森林覆盖率分别为32.92%和80%以上，拥
有全区最大的天然沙地柏自然保护区

——萨拉乌苏湿地公园，全年空气优良天
数稳定在340天以上，生态环境良好。

经济发展现状
强大的工业支撑：作为鄂尔多斯国

家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基地核心区，乌
审旗依托丰富的煤炭、天然气资源，大力
发展现代煤化工、天然气化工等产业，推
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规上工业增加
值增速保持稳定。

特色农牧业发展：乌审旗是传统的
农牧业大旗，鄂尔多斯细毛羊、肉牛、生
猪是农牧业的“三大”主导产业，同时，
2021年4月16日，乌审旗“鸿嘎鲁”有机
大米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中心认证，农
牧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活跃的第三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乌审旗的第三
产业也蓬勃发展，特别是文化旅游、现代

物流、电子商务等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态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迅速。

交通区位优势
乌审旗地处国家呼包鄂榆城市群

和蒙陕宁能源金三角核心区域，是纵贯
南北的能源运输大通道浩吉铁路的始
发地。全旗公路、铁路通车里程分别达
4200 公里和 465 公里，构建起了内连 6
个苏木镇的“半小时交通圈”和外连周
边7个旗县区的“1小时交通圈”及“两横
一纵”铁路交通运输体系，交通十分便
利，有利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
和交流。

城镇建设与民生改善
宜居的城镇环境：乌审旗先后荣膺

全国绿化模范旗、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
林县城等称号，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绿化、美
化、亮化成效显著，为居民提供了舒适宜
居的生活环境。

完善的民生保障：在教育、医疗、就
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大投入，努力提高
民生福祉。全旗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医
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就业形势稳定，社
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居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旅游资源与特色
萨拉乌苏旅游区：这里有美丽的萨

拉乌苏河，河流蜿蜒曲折，两岸绿树成
荫，风光旖旎。景区内还有著名的萨拉
乌苏遗址，是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
的重要场所，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和科研价值，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学者前
来参观考察。

乌审召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藏传
佛教寺庙，建筑风格独特，寺内供奉着众
多的佛像，香火旺盛。每年都有大量的
信徒和游客前来朝拜和参观，感受佛教
文化的博大精深。

巴图湾水库：作为内蒙古西部最大
的水库，巴图湾水库水域面积广阔，水质
清澈，周围群山环绕，景色宜人。这里是
休闲度假、水上娱乐的好去处，游客可以
在这里欣赏自然风光，享受水上运动的
乐趣。

■文/李 杭

重庆的消费数据又一次超过了上海。
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重庆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385.43亿元，同比增
长 4.4%。同期，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为 5355.46 亿元，同比下降 0.3%。也就是
说，重庆再次超过上海，成为当前中国消费
总额最高的城市。

事实上，自今年以来，重庆的社零总额
持续超过上海。数据显示，今年1-2月、一
季 度 、1- 4 月 ，重 庆 社 零 总 额 依 次 为
2831.83亿元、4204.32亿元、5385.43亿元，
均高于上海同期的2777.4亿元、4057.45亿
元和5355.46亿元。

为何会出现这一变化？中国社科院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表
示，重庆社零总额能够超过上海，得益于其
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近期刺激消费政策
对中低收入家庭更具吸引力等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

民间也有更加通俗的解读：重庆房价
收入比低于一线城市，市民有闲钱，消费意
愿更强；加之重庆作为网红城市的辐射力，
吸引全国游客“打卡”，促进了消费收入的
增长。

那么，重庆的社零总额领先是否真的意
味着其能够取代上海成为“消费第一城”？

连续登顶“消费第一城”

回看过去五年，重庆的消费市场始终

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2020 年，重庆社消零总额达 11787.2

亿元，与上海、北京共同迈过万亿元大关，
成为当年三个社零总额超万亿的城市之
一。更是凭借 1.3%的增速，在十大消费城
市中位居首位。

四年后的2024年，重庆的消费实力再
次提升，社零总额攀升至15677.37亿元，在
全国七大消费“万亿之城”中排名第二，比
北京高出了 2116.81亿元。而自 2025年以
来，重庆更是首次超越上海，连续登顶“消
费第一城”。

重庆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系列跨越式
突破的？

从数据上看，2025年1-4月，重庆餐饮
收入和商品零售均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
别达到 6.6%和 4.0%。从商品零售来看，体
育、娱乐用品类、通讯器材类等主要商品均
呈现出两位数的增长势头。

相比之下，上海同期的消费市场则略
显颓势，餐饮收入下降 3.1%，商品零售额
仅增长 0.1%，金银珠宝、日用品、汽车等商
品的零售额均呈下降态势。

透过数据挖掘本质，重庆的消费实力
主要源于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政策红利驱
动等方面的多重支撑。

作为人口第一大市，重庆2024年常住
人口3191.43万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这
座西部经济第一城拥有天然的消费基本盘。

此外，与一线城市相比，近几年持续加
力的“两新”政策在重庆更容易释放效能。

牛凤瑞认为，刺激消费政策对不同区

域的刺激效果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家电补
贴等政策对中低收入家庭吸引力更强。而
重庆作为常住人口超 3000 万的特大直辖
市，中低收入群体基数大、区县消费市场潜
力足，政策红利更容易转化为消费动能。

流量经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多年来，重庆凭借独特的城市景观和文旅
IP 长期位居“网红打卡地”前列，而今年

“五一”假期前夕，重庆荣昌又因为卤鹅火
爆全网，吸引全国游客打卡。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荣昌区共
接待游客 234.5万人次，同比增长 168.2%；
同期重庆共接待国内游客1858.31万人次，
同比增长10.4%，以亮眼成绩再次彰显“8D
魔幻城市”的强大吸引力。

与上海仍有差距

不过，重庆前 4 个月社零总额超过上
海，并不能简单地视为重庆的消费实力已
强过上海。

从数据来看，两城的社零总额差距已
从 1-2 月的 54.43 亿元，缩小至 29.97 亿
元。重庆能否领跑全年，仍悬而未决。

从城市规模看，2024年重庆常住人口
为 3191.43万人（上海为 2480.26万人），地
域面积更广，社零总额的高基数一定程度
上源于人口总量优势。

而想要衡量一座城市的消费实力，除
了社零总额外，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市的
商业资源聚集度、国际化程度等都是需要
考虑的因素。

先以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这一指标来
看。在今年一季度 31省份人均消费支出
排名中，上海位列第一，达到 14047 元，同
期重庆人均消费支出为 7335 元，排名第
十，不仅比上海低了 6712 元，与江苏等东
南沿海省份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更综合的维度来看，城市消费活力
是经济动能的重要体现，需要从长期的发
展趋势、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等维度综合
评判。上海，在消费生态的成熟度与辐射
力上展现出显著优势，这正是重庆目前与
上海的主要差距所在。

例如在商业资源聚集度方面，上海的
全球零售商集聚度高达 55%以上。2024
年，上海举办各类品牌首发活动近 3000
场，新增首店1269家，17%以上为高能级首
店。仅静安区，就在去年引进了首店 234
家，其中全球首店6家、亚洲首店3家、全国
首店33家。

反观重庆，2024 年共有 389 家品牌首
店进驻各大商业项目，其中 315家重庆首
店、60家西南首店、14家全国首店，全国首
店的占比为 3.5%，首店能级与上海存在明
显差距。

再看国际化程度，上海的消费市场对
全球客群的吸引力更胜一筹。2024年，上
海接待入境游客突破 670.59万人次，同比
激增 84%，入境外国游客数量持续领跑全

国，而同期重庆接待入境游客127万人次，
与上海仍有不小差距。从这些数据不难看
出，重庆在综合消费竞争力上，仍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不过，为了缩小差距，重庆已经开始了
冲刺模式。

今年4月，重庆印发《2025年重庆市扩
消费“六大工程”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
案》）。该《实施方案》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围绕商品消费升级、服务消费
扩容、新型消费培育等“六大工程”、25条
具体举措为重点，整合全市资源、推动全域
协同。

根据《实施方案》目标，重庆要力争
2025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
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商业增加值增速
6%以上、高于全市GDP增速。

上海则于 5月 21日印发了《上海市提
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把城乡居民增收行
动放在了首要位置，并根据自身禀赋，出台
了一系列消费提质措施。

而两地政策路径也折射出发展逻辑的
差异：重庆侧重扩大消费规模筑牢基本盘，
上海则聚焦提升消费能级巩固领先地位。

从这场消费中心城市的差异化竞争中
也不难发现，消费早已超越单一的经济指
标范畴，成为城市发展模式与能级较量的
关键赛道。

本报讯 据交通运输部预计，端午假期
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6.5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0%。其中，铁路
客运量同比增长 2.3%；公路人员流动量同

比 增 长 3.14% ；民 航 客 运 量 同 比 增 长
1.22%。值得一提的是，假期第 2 天，全社
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2 亿人次。端午
假期较短，自驾出行占比较高，多为近郊

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乡村田园、文博
场馆等目的地尤为火热。高铁游则以“2
小时高铁圈”为主，北京、上海、苏州、南
京、杭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城市辐射效
应明显。

（王连香）

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57亿人次

本报讯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近日批准发布《锂离子电池编码规则》
（GB/T 45565—2025），并将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赋予每个新生产

电池产品唯一身份编码，适用范围覆盖从
单体电池到电池系统的全层级产品。通
过“一池一码”可以实现从生产端到回收
端的全生命周期流程管控，为产品溯源和

行业监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下一步，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将组织相关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标准的推广与应
用，加快推进锂电池标准体系相关标准的
有效衔接与协调统一，筑牢锂电池产品安
全生产底座。 （林丽鹂）

《锂离子电池编码规则》国家标准发布

广西北部湾港将新增991米深水岸线
本报讯 近日，北部湾港钦州港域大

榄坪港区大榄坪南作业区9号10号泊位
扩建工程，正式获得交通运输部关于使
用港口深水岸线的批复，意味着北部湾
港将新增991米深水岸线。岸线资源是
港口竞争力的核心载体，通过统筹布局
与高效开发，能够显著提升港口吞吐能
力、优化运营流程，进而增强其区域经
济辐射力。上述项目获批后，现有的 9

号 10 号泊位将扩建升级为 2 个 20 万吨
级的集装箱泊位，可以同时停靠两艘全
球最大集装箱船，泊位新增设计通过能
力40万标箱，整体年设计通过能力将提
升至200万标箱。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
集团将全面提速推进在建项目，进一步
提升港口的综合竞争力，聚力提升港口
发展“新能级”。

（骆千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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