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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
严勇 周慧敏 张超群）元宵节晚上，
花灯装扮下的丽江古城愈加迷
人。来自湖南长沙的大二学生孟
婉如，换上精心准备的汉服，提着
花灯，加入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花灯
夜游队伍。

“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古代！
这样闹元宵的方式很有氛围。”孟
婉如说。

数据显示，2月5日，进入丽江
古城的实时人数最高峰出现在 20
时40分，达到58105人。

连日来，随着旅游市场强劲复
苏，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时常上
演这样的热闹场景。丽江古城保
护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木丽介绍，春
节黄金周后，游客接待量继续保持
高位运行。

农历正月初七，在大多数人返
程开工之际，来自浙江杭州的黄伏
根和公司20多名同事“组团”来到云
南旅游观光，先后抵达丽江、大理和
西双版纳等地，登雪山、逛古城、喂
大象，度过了轻松愉悦的一周。

“热闹程度跟春节的时候差不
多。”黄伏根说。

继春节假期文旅市场迎来“开
门红”后，以学生游、亲子游为主要
消费热点的节后错峰游呈现一派
繁忙景象。相关平台数据显示，1
月28日以来，本地和周边游保持较
高人气，尤以亲子游热度最高。长
线游方面，一些热门目的地的机

票、住宿等的价格下降，吸引了错
峰游客流，三亚、厦门、昆明、哈尔
滨等热门目的地在节后依然保持
较高热度。

作为海南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三亚人气持续旺盛。记者从三亚
各大景区了解到，春节假期过后，
三亚大小洞天、天涯海角等景区延
续春节黄金周热度，游客日均入园
量都保持在1万人次以上。

位于古蜀道上的四川广元剑
门关景区节后游客量持续走高。
农历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一，该景区
日均接待游客1.58万人次，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300%以上。

新春伊始，各地通过一系列春
节氛围营造、景区优惠促销和游客
服务保障措施，让文旅消费市场逐
渐“热”起来。以鲜花为特色名片
的昆明市呈贡区发放总价值250万
元约6万张消费券，为市民和游客
送上新春鲜花大礼包。

得益于多项利好政策，各地消
费市场持续升温。1月31日，在位
于海口市中心的一家精品免税店
内，不少游客正忙着选购自己喜欢
的商品。“最近折扣活动比较多，价
格也便宜，所以想趁此机会多囤一
些。”西安游客尚琪挑了一款心仪
的护肤品。在此之前，她已经买了
包括手提包、护肤品等在内的不少
商品。

近期，随着各地元宵灯会火
热，酒店消费也同步增长。相关平

台数据显示，元宵节期间全国酒店
预订间夜量同比 2019 年涨幅近 1
倍，达到3年来旅游消费高峰，一些
热门地区增幅达10倍以上。

连日来，随着气温升高，四川
省攀枝花市米易县旅游市场持续
火热。米易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
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农历正月初
七至正月十三，当地共接待游客
7.32万人次，旅游收入3184.2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214%和197%。

市场暖意点亮了不少商户的
新年新希望。

“紧急招聘 2 名店长，待遇面
议。”近日，由于生意火爆，在丽江
经营民宿的缪立伟发布招聘公告，
希望尽快补充人手帮忙打理各项
事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2月3日
发布通知决定，2月6日起，恢复旅
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内地与
香港、澳门入出境团队旅游和“机
票+酒店”业务。即日起，旅行社及
在线旅游企业可开展产品发布、宣
传推广等准备工作。昆明市旅行
社行业协会会长朱伯威说，很多有
出境游资质的旅行社又在紧锣密
鼓筹备海外市场的布局和拓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
示，春节假期以来我国多地文旅市
场展现的良好发展势头，给今年旅
游经济发展带来信心。当前，旅游
业已经全面转入出游意愿、消费预
期和产业信心全面增长的新阶段。

春节后多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
者 于文静）农业农村部近期发
布第三批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
记撤销公告。自2021年以来，
全国“仿种子”清理取得阶段性
成效，依法有序清理向日葵、甜
瓜、黄瓜等登记品种829个，种
业市场得到持续有力净化。

这是记者7日从农业农村
部了解到的消息。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开展
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
行动。同质化和“仿种子”问
题，是专项整治行动的重点。

一方面，农业农村部门聚焦分
子检测位点差异、产量和抗性
等重要指标，加快修订审定标
准，大幅提高审定门槛；另一
方面，加快开展已登记品种清
理。

据了解，按照种业振兴市
场净化行动部署，2021 年农业
农村部先期启动向日葵“仿种
子 ”登 记 品 种 清 理 工 作 ，到
2022年7月分两批撤销向日葵
登记品种 359 个；2022 年又启
动了甜瓜和黄瓜登记品种清
理工作，接续开展第三批向日

葵登记品种清理。同时，农业
农村部加快修订非主要农作
物品种登记办法和登记指南，
制定受理审查工作规范，压实
省级管理主体责任，推进品种
登记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
建设。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
照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部
署，继续依法有序、深入推进
登记品种清理工作，加快健全
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管理制度，
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净化种业
市场。

2023 年起，延续 13 年之久的
新能源汽车“国补”政策正式退出
历史舞台。

根据去年年初财政部等四部
门联合发布的通知，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贴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终
止，这意味着此后上牌车辆将不
再给予补贴。

根据公开数据粗略计算，13
年间，新能源汽车累计补贴超过
2000 亿元。大量真金白银的投
入，换来的是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大幅攀升：从2009年的5294辆增
长到2022年的688.7万辆，产销量
近8年连续保持全球第一。

从 2016 年开始，补贴逐渐退
坡，直至去年底画上句号。

告别“补贴时代”的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未来将如何发展？
能否再续辉煌？

◆ 行业已充分市场化

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历
史舞台，2023年以来，多家车企收
紧优惠幅度，并发布涨价通知，有
些涨幅超万元。

分析人士评价，尽管取消补
贴短期内会对市场造成一定压
力，但长期来看，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已积厚成势，难以阻
挡。

数据显示，近年来，补贴在
车企新能源收入中的占比已下
降至 5%～15%。此外，2016 年 1
月国补首次退坡，当月新能源车
销量环比下降 63%，而 2021 年 1
月和 2022 年 1 月，同样是当年补
贴退坡的首月，销量环比降幅只
有 20.5%和 18.5%。这说明，补贴
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影响已显
著降低。

如今补贴退出，其他方面的
影响因素愈发成熟有效。最有力
的证据是，在持续多年的补贴退
坡过程中，除个别年份外，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仍一路高歌。

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 分 别 达 到 705.8 万 辆 和 688.7
万辆，同比增长 96.9%和 93.4%，
市场占有率达到 25.6%。根据乘
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最新数据，
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达到
36.3%，提前完成《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
所明确的“在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市场渗透率达到 20%”目标。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供应
链研究与合作中心主任高翔看
来，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愈发成熟完善，行业发展已经从
政策驱动切换为市场驱动。在此
背景下，作为“非市场”因素的补
贴彻底退出，既是顺应变化的当
然之举，也是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的必然要求。

◆ 车企需尽快找到转型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家车企
涨价的同时，作为行业明星的特
斯拉却反其道而行，选择降价。
目前，Model 3 起售价为 22.99 万
元，较此前下降3.6万元；Model Y
起售价为25.99万元，较之前下降
2.9万元。

如此大幅度的降价，抢占市
场份额的意图十分明显，这无疑
给其他新能源车型带来了很大的
竞争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当新能
源赛道告别补贴切换至市场导向
后，竞争格局也将悄然从拼营销、
拼人设这些软实力，进化到拼成

本控制、拼技术储备、拼研发投入
等硬实力的阶段。市场竞争会更
加激烈，资源会逐步向头部企业
集中，只有真正拥有核心技术、稳
步发展的企业才能扛住这波浪
潮。

此外，进入到零补贴时代，新
能源汽车对成本会更加敏感，而
规模更大的企业往往会在降成本
方面占有先天优势，这也要求车
企在“做强”的同时还要“做大”。

“为什么特斯拉能够降价，因
为它有利润空间，可以通过规模
化效应、优化供应链和技术创新
来压缩成本。”汽车行业分析员张
彬谈到，作为对比，不少车企简单
以提价应对，反映出在补贴退场
之后，这些车企还没有找到一个
好的转型办法。

◆ 着力缓解里程焦虑

取消补贴后，相较于传统汽
油车，新能源汽车在购车成本方
面的劣势更加明显。因此其性
能，特别是续航能力，将成为影响
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关键。

“续航里程长，价格贵一点消
费者也能接受。价格再便宜，跑
个200公里就没电了，消费者恐怕
也不愿意购买。”张彬坦言。

电池性能，是决定续航里程
的核心，这也是中国新能源车在
技术方面具有的最大优势之一。

得益于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系
统技术研发上的前瞻性和创造
性，我国从 2001 年起，就确立了
以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
料电池汽车技术为“三纵”，电池、
电机、电控为“三横”的“三纵三
横”总体研发布局，历经多年攻
关，成绩斐然。特别是在动力电
池技术方面，优势较为明显。资
料显示，当前全球动力电池销售
前十的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来自
中国。

即便如此，动力电池性能依
然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在高翔看
来，未来的方向将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能量密度，即同样重量、
同样体积的电池能够提供更多的
能量；二是安全性。

换电模式则是另一种思路。
高翔认为，未来电动车不只是一
个简单的交通工具，而是能源网
络的一个组成部分。换电模式可
以削峰填谷，有利于能源网络的
系统化使用。

“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各
个车企的电池系统、软件硬件技
术各不相同，需要统一标准，让一
个换电站能够给多家品牌换电，
否则各建一套，很难找到盈利模
式。”高翔说。

就当下而言，解决里程焦虑，
还需要依赖充电设施的大量布
设。近年来，各地不断加快布局
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截至
2022年9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
计数量为 448.8 万台，同比增长
101.9%。

“随着用户数量激增，解决
充电难依然是行业未来需要关
注的重点。”高翔提到，此前一些
充电设施重建设、轻维护，没有
形成良性循环的盈利模式，未来
要多方共治、标准先行，目标是
实 现“ 既 要 充 得 快 ，又 要 充 得
好”。

“只有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吸
引更多消费者，才能真正推动市
场良性循环。”高翔最后表示。

据《瞭望》新闻周刊

全国“仿种子”清理取得阶段性成效

新能源汽车进入新能源汽车进入““后补贴时代后补贴时代””

2月6日是农历正月十六，在河南省浚县举行的正月古庙会上，几十支社火团队轮番表演，踩高跷、扭
秧歌、耍狮子，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