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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让城市更宜居G

本报记者 张嫱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商业街区热度快速

恢复上升，各种主题集市层出不穷，人气爆

棚、烟火升腾，为消费复苏提振注入强劲动

能。然而，随着集市、夜市、街区等消费场景

的增多，市场竞争也日益加剧。如何更好地

提升运营服务水平和发展质量，一些地方开

始了新的探索和尝试。

“刚入驻的时候也有顾虑，如果营业额排

名靠后就等于自动放弃经营权，成本和时间

的投入都无法用金钱计算。”日前，山东省青

岛市台东小吃街“恣儿”街商户陈志强向记者

讲述了该街区“末位淘汰制”的经营模式，坦

言虽然“内卷”压力很大，但该模式确实调动

了商户积极性，营业额普遍高于周边小吃街。

据了解，“恣儿”街始创于 2008年，此前多

年始终保持商铺出租的运营做法，街道和商

区对于商户并无考核机制，不乏出现转租、合

租等过度商业化现象，一定程度影响了食客

的美食体验。

去年，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台东街

道将“恣儿”街改造升级和运营管理整体打

包。为提高商户经营水平，保证街区客流量

和小吃品质，团队提出对入驻商户实行末位

淘汰管理机制：免去商户房租，改为抽成 20%
利润，每季度进行营业额、食品卫生、诚信经

营等综合考评，排名后 5位自动放弃经营权。

“街区原有商户 32 家，起初，大部分商户

并不赞同这种模式，感觉没有安全感、压力太

大。”“恣儿”街运营负责人李羿说，但是台东

小吃街经过多年的沉淀积累，已然成为青岛

的一张城市名片。想要进一步打造成为国内

知名小吃街，收租、出售摊位的传统模式必须

摒弃。经过团队多方分析、劝说，最终 27家商

户赞同实行该模式。

实施更为严格、有进有出的淘汰机制后，

商户反馈如何？采访中，陈志强告诉记者，自己

在台东各个街区共有6家小吃店，其中3家位于

“恣儿”街。相较没有考核机制的店铺，他将更

多精力倾注在“恣儿”街，“几乎每天都会上网

搜集最新的小吃，研究配方，筛选货源”。

“我必须保证手里随时储备两个以上的

成熟项目，根据营业额和季节需求随时更换

品类，这样才不会被淘汰。”陈志强说。

商户王忠坤在青岛多个小吃街经营手打

柠檬茶项目，“恣儿”街每天营业额稳定保持

在 6000 元左右，而其他小吃街只有 1500 元左

右。“虽然很‘卷’，但‘恣儿’街的优势确实得

到了更好的发挥和体现，即便有淘汰的压力，

我们也愿意入驻。”

商户“卷”，运营方也更忙。李羿说：“我

们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商户运营情况，及时给

予情况分析和调整建议，严格把控入驻商

户。一方面保证街区小吃的品质，另一方面

将小吃品类重复率控制在 1%，提升街区美食

的整体吸引力。”

针对街区年龄定位，运营团队还在“恣

儿”街打造了三面网红墙，每季度紧跟时尚潮

流随时更新。同时申请抖音区域服务运营权

限，通过短视频、团购、直播等模式推广引流。

当前，正值青岛旅游旺季，“恣儿”街日

均客流量达 5 万人次以上，整体营业额较实

施淘汰制以前提升 50%，排队入驻的商户由

原来的不足 10 户增加到 50 户。李羿表示，

团队更愿意将“恣儿”定义为小商户的孵化

器，帮助他们研发美食配方，打造品牌，形成

连锁效应。

记者了解到，这种末位淘汰制在青岛尚

属个例。李沧区向阳路夜市经理丛大林表

示，“恣儿”街属于固定商铺经营模式，而小吃

街大多以推车经营为主，流动性比较强，难以

形成长期的考核依据。但“恣儿”街免除租

金，代以利润抽成，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入驻门

槛。通过考核机制可以提高商户的综合经营

能力，对于提升街区的竞争力有非常好的促

进作用。

摒弃传统的收租、卖摊位模式，青岛一小吃街实行“免租金+淘汰制”管理

“被迫内卷”的商户让街区营业额提升50%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江启华 杨

坚）记者近日从广东省梅州市有关部门了解

到，梅州市通过积极整合涉农资金等方式，多

渠道筹集古树名木保护资金，目前已全面完

成挂牌任务，让珍贵树木“老有所依”。

古树名木是宝贵物种资源，是一方民众

寄托乡愁的情感载体。作为今年十件民生实

事之一，梅州市全力做好古树名木资源保护，

保护生态，留住乡愁。

“我们开展了古树名木资源补充调查，新

增古树 11株、古树群 2个，已经全面完成古树

挂牌的制作和挂牌工作。”梅县区林业局干部

郭秋容表示，目前该市 46 株一级古树名木株

株都有保护人，实现了专人保护日常巡查，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实现“心中有数”“心中有树”。

走进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彰坑小

学内，一株历经 500 余年、树形奇特的参天古

榕树映入眼帘。此榕树远看像两棵树，近看

中间是一粗壮树枝呈拱桥状把“两棵树”紧紧

连在一起，不分你我，非常奇特壮观。

“我每天都会看着它，小孩子要上树会制

止他们，大家共同保护这棵古榕树。”梅州市

梅县区畲江镇彰坑村古榕树管护人朱伟泉表

示。梅县区畲江镇林业组组长谢燕晖说，如

果树木有倾斜就会用铁管做好固定支撑，遇

到台风天或者极端天气情况，也会对树叶进

行修剪，做好保护。

在平远泗水镇梅畲村，一株一级古树观

光木宛如撑天大伞，巍峨挺拔。据考证，该树

树龄逾 500年，树干上布满的藤蔓和苔藓不单

是岁月的痕迹，更是一代代人的乡愁。平远

泗水镇梅畲村护林员、古树管护人沈添增说，

自己看管这棵古树有 13年了。春季看它有无

水土流失，有无虫害，冬季树叶比较干燥，会

注意看有无人来附近抽烟。

平远泗水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胜俊告诉记者，古树名木得到了有效保护，

更美更优的生态环境让来此游玩的游客流

连忘返。

广东梅州珍贵树木“老有所依”

我国5G移动电话用户占比超四成

本报讯 （记者王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

前发布数据显示，1 月～7 月，我国信息通信

行业整体运行良好。5G、千兆光网、物联网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网络连接用

户规模持续扩大，5G 移动电话用户占比超

四成。

截至 7 月末，3 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移动电

话用户总数达 17.11亿户，比上年末净增 2782
万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6.95 亿户，

比上年末净增 1.34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40.6%，占比较上年末提高 7.3个百分点。

5G 网络建设方面，截至 7 月末，5G 基站

总数达 305.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26.9%，

东部地区 5G建设和用户普及率领先。

践行国企担当推动老旧小区“转改直”

本报讯 国网桓台县供电公司切实履

行国企担当，对有意愿并具备条件的小区

逐 步 推 进 转 供 电 改 直 供 电 的“ 转 改 直 ”改

造，让更多终端用户享受到政府推出的政

策红利。

前不久，在收到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起凤

镇夏庄第三小区“转改直”改造申请后，该公司

制定实施方案，投资新装一户一表，按照《山东

省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标准》对供电设备

进行改造，改造后移交供电公司管理。8 月 3
日，该小区改造工程顺利验收送电。

此次改造完成后，供电公司直接向该小

区居民提供“供电、抄表、收费、服务到户”的

一体化服务，彻底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多年

的缴费电价高、供电质量不稳定、电费缴纳不

方便、线路维护不及时等问题。 （翟艳强）

本报记者 杨召奎

8 月 29 日 是 第 20 个 全 国 测 绘 法 宣 传

日。今天，在自然资源部举行的 8 月份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

张继贤表示，该部近日出台了《自然资源部

关于加快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更好

支 撑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从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实景三维

中国建设、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基础制度建设

和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测绘事

业的发展目标。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完成新型基础

测绘体系建设试点，形成新型基础测绘业务

格局；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5
米格网地形级实景三维基本建成，5 厘米分

辨率城市级实景三维初步实现对地级以上城

市覆盖；95%的用户使用公众版测绘成果，新

一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建设基

本完成。

到 2030年，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实景三维

中国、新一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

图）全面建成；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基础制度基

本建立，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机制基本形成；测

绘地理信息安全屏障更加牢固，支撑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加快构建新型基础测绘体系

在数字经济与大数据时代，测绘地理信

息既是重要的战略性数据资源，又是新型生

产要素。为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

保障作用，激活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潜能，

《意见》对数据供给和应用进行了系统部署，

提出了明确要求。

据介绍，自然资源部强化测绘地理信息

数据要素保障，打造数字中国统一的时空基

底，主要包括 4 个方面的工作：加快构建新型

基础测绘体系，建立以现代测绘基准、实景三

维中国、时空大数据平台为主要内容的新型

基础测绘业务格局；夯实时空信息定位基础，

持续完善国家测绘基准，构建基于北斗的全

国基准站“一张网”，提升测绘基准公共服务

能力和北斗产业化水平；丰富基础时空数据

资源，加快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加强航空

航天遥感影像统筹，提升数字中国时空信息

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推进行业和企业数据

供给，加强行业地理信息的共享和利用，鼓励

社会力量依法依规采集和处理测绘地理信息

数据，不断丰富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体系。

加快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当前，自然资源部正在加快推进实景三

维中国建设。

截至目前，在地形级实景三维建设方

面，覆盖全国陆地国土的 10 米格网新一代

数字高程模型全面建成，完成了东部和西部

重点区域约 600 万平方千米优于 5 米格网地

形三维模型建设；建成了 11 版覆盖全国陆

地国土 2 米分辨率、2 版覆盖重点区域优于 1
米分辨率影像数据，实现影像成果由不定期

获取向按季度采集和提供的跨越；完成了黄

河流域约 40 万平方千米基础地理实体数据

建设。

在城市级实景三维建设方面，共计 26 个

省（区、市）264 个城市，开展约 5.52 万平方千

米城市三维模型建设，在地方数字化转型和

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坚持“边建边用”原

则，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目前有灾害防治、智慧安防与调度、历史文化

保护、国土空间规划、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

地等 22大类、近百种应用场景。

促进自动驾驶地图应用

导航电子地图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目前

已深度融入百姓的生活。随着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导航电子

地图产品模式、内容也在发生着诸多变化。

“目前大家关心的自动驾驶地图、智能汽

车基础地图，就当前我们认知而言，是一种新

型的导航电子地图，在位置精度、要素内容、

更新频率、应用场景等方面与传统导航电子

地图有所区别。”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

司长李永春说。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支持业界利用测绘

地理信息技术，基于时空大数据，加快数字地

图、导航定位等地理信息数据与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融合。

2019 年，自然资源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签署《关于车联网（智能

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地图应用试点的合作

协议》，支持北京在亦庄开展自动驾驶地图测

试区建设。2022 年，自然资源部支持指导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 6个城市开展

智能网联汽车高精度地图应用试点工作。

“我们在坚守地理信息安全底线的同时，

进一步释放了地理信息潜能，促进了自动驾

驶地图的应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改革完

善政策制度、推动试点试验、改进监管方式方

法、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加快标准研制，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自动驾驶地图产品

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低碳绿色出行助力。”李

永春说。

（本报北京 8月 23日电）

构建新型基础测绘体系，推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促进自动驾驶地图应用

测绘地理信息产业确立新发展目标

扩内需促消费在行动G

8 月 23 日，一名女子在袜业博览会上
参观。

当日，第十七届中国·大唐国际袜业博
览会在浙江省诸暨市启幕，200余家参展企
业集中亮相，中外采购商云集。

新华社发（郭斌 摄）

袜业博览会客商云集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北梦原）海关总署今天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中非贸易规模达 1.1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7.4%，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分国别看，南非是我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海关统

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中南双边贸易为 2261.5 亿元，同

比增长 10.5%，占同期我国对非洲进出口总值的 19.9%。尼日

利亚、安哥拉分别是我国在非洲第二、三大贸易伙伴。前 7个

月我国对尼日利亚、安哥拉分别进出口 952.9 亿元、826.3 亿

元，在中非贸易中分别占 8.4%、7.3%。

从出口产品来看，船舶、汽车等机电产品主导我国对非洲

出口。前 7 个月，我国对非洲出口 7095.9 亿元，增长 20%。其

中，机电产品出口 3551.6 亿元，增长 32.5%，占同期我国对非

洲出口总值的 50.1%；船舶、汽车分别出口 243.9亿元、194.2亿

元，分别增长 81.3%、26.1%。同期，我国对非洲出口劳动密集

型产品 1699.2 亿元，增长 18.1%，占 23.9%，服装及衣着附件、

鞋靴出口分别增长 32.6%、27.1%。

从进口产品来看，我国自非洲进口产品以原油、金属矿

砂和农产品为主。前 7 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 4266.5 亿元。

其中，分别进口原油、金属矿砂、未锻轧铜及铜材 1175.1 亿

元、1150.8亿元、573.7亿元，合计占同期我国自非洲进口总值

的 68%。同期，我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 236.6亿元，增长 20%，

占 5.5%。

中非经贸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前7月中非贸易同比增长7.4%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早稻产量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稳中略减，

单产小幅增长，早稻产量略增。根据 10省（区）早稻抽样调查

结果推算，全国早稻总产量 2833.7 万吨（566.7 亿斤），比 2022
年增加 21.5万吨（4.3亿斤），增长 0.8%。

播种面积方面，今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 4733.1 千公顷

（7099.7 万亩），比上年减少 21.9 千公顷（32.9 万亩），下降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有关负责人解释，播种面积稳中略减

的主要原因为上年南方地区秋冬连旱，部分“稻稻油”产区油

菜生育期推迟，茬口紧张，影响早稻适时移栽，农户改种其他

作物，早稻播种面积略有下降。

单产方面，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水热匹配良好，气象条

件总体有利于早稻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今年全国早稻单产

5987 公斤/公顷（399.1 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72.7 公斤/公顷

（4.8公斤/亩），增长 1.2%。

上述负责人表示，在国际环境复杂严峻、全球极端天气多

发的形势下，我国夏粮丰收、早稻增产，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

奠定了良好基础。

播种面积下降 0.5%，产量增长 0.8%

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2833.7万吨

本报讯 （记者周怿）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
月，全国 33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为 87.6%，同比下降 1.4 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比例为 0.2%，同比下降 0.2 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 15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6.2%；PM10平均浓度为 31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3.1%。

7 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 51%，同比下降 18 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94.2%，同比上升 7.4 个百分点；汾渭平

原 11 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57.8%，同比下降 9.6 个百

分点。

7月，168个重点城市中，海口、黄山和厦门等城市空气质

量相对较好；临汾、吕梁和太原等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差。全

国 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由沙尘天气导致的平均超标天数比

例为 0.6%；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北京市、长三角地

区 41个城市、汾渭平原 11个城市均未出现由沙尘天气导致的

超标天。

北京市 7 月优良天数比例为 54.8%，同比下降 19.4 个百

分点；未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同比持平；PM2.5 浓度为 19
微克/立方米，同比持平；O3浓度为 224微克/立方米，同比上

升 23.1%。

7月339个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7.6%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平均为 51%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北梦原）近日，交通运输部

发布 7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情况。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

统统计，截至 7 月末，全国共有 322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

约车平台经营许可，环比增加 4家；各地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

证 597.6 万本、车辆运输证 250.4 万本，环比分别增长 3.2%、

2.9%。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 7月份共收到订单信息 8.21
亿单，环比上升 7.6%。

在订单量前 10 名的网约车平台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

是享道出行，最低的是花小猪出行。按订单合规率从高到

低分别是享道出行、如祺出行、携华出行、万顺叫车、T3 出

行、及时用车、阳光出行、曹操出行、滴滴出行、花小猪出

行。7 月订单合规率增长前 3 名依次是阳光出行、及时用

车、如祺出行；增长最后 3 名依次是携华出行、曹操出行、T3
出行。

7月份，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服务的平

台（聚合平台）完成 2.32亿单，环比上升 6.4%。按订单合规率

由高到低分别是滴滴出行、高德打车、美团打车、花小猪出行、

百度打车、腾讯出行、携程用车。

在各主要中心城市中，订单合规率最高的是杭州，最低的

是大连。杭州、厦门、深圳、广州、海口、重庆、郑州、青岛、兰

州、福州、合肥、天津、南京、南昌、南宁、济南、成都、太原等 18
个城市订单合规率均在 80%以上。

7月网约车订单环比上升7.6%
18个中心城市订单合规率在 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