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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非遗版”春节，普天同庆，五洲同春。
“来华体验中国年”，是其中一道动人的风景。

中国的高铁上、景区里，有些场景中时常可
见外国游客的身影。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日
期间，我国共接待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
游客逾343万人次，同比增长6.2%。

2023年11月以来，我国过境免签政策不断
调整优化。2024年全年，我国免签入境外国人
逾2011万人次，过境免签政策适用人数同比上
升 113.5%。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评价，过
境免签政策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巧妙”措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这是迄今为止留给我们最好印象的国家

之一”“中国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旅行”。因
为好奇，所以奔赴；愈加了解，愈加着迷。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看见了一个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进而成为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中国声音
的传播者，化身为“新时代的马可·波罗”。

不妨就从外国游客的视角，看看今天的中
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中国。

（一）
这是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拓展着人们的

认知与见识。
坐着高铁看中国，快速、平稳、舒适中，对中

华大地的富饶辽阔和一日千里的“中国速度”最
有体感。

一部手机游中国，从移动支付、线上打车到
网络购物、人脸识别，数字生活现代感十足。

“我好像穿越到了未来，这里的一切太超乎
想象了！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2030年的科
技生活。”英国旅行博主哈钦森这样感慨。

“每天都有好几拨外国人来”，在上海乌中
市集，从琳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肉类、干货，到
精准计量的电子秤、干净卫生的洗手间、市井生
活的现代化管理，都让外国游客感慨。

便捷高效的无人机送外卖，智能绿色的现
代化建筑，覆盖城乡的5G网络，春晚舞台上扭
秧歌的人形机器人……科技改变生活的新场
景，让外国游客“大开眼界”。他们亲身体验的
背后，是中国持续增强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

安全，许多外国友人频繁提及的标签。
一名女博主表示，喜欢这里的安全，女性夜

间独自行走也不害怕，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
一名外国旅行博主做了个小实验，将电脑

和装有钱的背包放在商店的桌上后离开，1小时
后返回，物品原封未动。

这是一个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
定两大奇迹的中国。我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
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

眼的“国家名片”。
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勤劳的中国

人民正用智慧和汗水打拼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这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中国，消解着世界的

误读和偏见。
不少首次来华的外国人发现，这里的山川

风物，让人流连忘返；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人心
生欢喜，并非像一些西方媒体惯常报道的那样

“落后”“糟糕”。
意大利的夫妇安东尼奥和玛蒂娜，利用转

机时间到成都逛逛——
从罗马乘坐10个小时飞机，凌晨时分到达

中国成都，下飞机便直奔大熊猫基地，然后前往
陈麻婆豆腐餐厅吃午饭，再去成都市人民公园
喝坝坝茶……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
现代化程度令人惊艳。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历史沧桑，“水光潋滟
晴方好”的自然美景，“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
先进科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人文情
怀……古老的东方文明、充满生机的现代气息，

“说服”了无数人。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指

出，中国文化和美好生活体验构成外国人入境
游的核心吸引力。

传统和现代结合，人文与经济贯通，吸引着
更多外国游客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春节的氛围，就是我从中国人身上感受到
的一种热情的延续”，品味地道中国年的一名美
国游客感慨，“中国人非常热爱生活，并愿意与
别人分享美好的时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友善是
中国人历来的待客之道，亲仁善邻是中国人一
贯的处世哲学。

在中外民间交往、交流、交融中，世界将进一
步理解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现代化道路上，我们的“同路人”将越来越多。

（三）
这是一个自信开放的中国，彰显着发展的

定力和底气。
过境免签政策本身就是中国自信开放的一

个缩影，一位外国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稳步
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又一重要举措”。

着眼“进得来”，110余项措施陆续推出，政
策不断放宽优化，停留时间由72小时、144小时
延长到240小时，适用口岸从39个增加至60个，
适用省份从19个扩展至24个……

着眼“用得惯”，2024年3月，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中国
人民银行通过扩大“外卡内绑、外包内用”等，提

升外国人来华在华便利度。
从线上到线下，从国门到店门，全方位、全

链条的“不见外”服务，体现更大范围、更宽领
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彰显“开放是当代中国的
鲜明标识”。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观察分析春节
“圈粉”外国游客，认为“随着中国更加开放，预
计前往中国的国际游客数量将继续增长”。

放得活，能否管得住？
“合法合规旅客无感通关、风险布控一个不

落”，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威海大水泊国际机
场等地，智慧旅检缩短通关时长、提升旅客体
验。得益于智慧海关建设和管理机制创新，国
门安全智能屏障不断筑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
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
该有这个信心！”入境游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
成部分，也成为开放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到加
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从举办进博会、服贸会
等国际展会，到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
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中国不断
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这正是今天的中国。
［转载自2月10日《人民日报》］

从“过境免签”看今日中国
仲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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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涧县无量药谷：打造康养旅居胜地

鹤庆县：加快建设滇西县域经济强县

“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决不放弃！”

本报讯（记者 李丽合 王光保）2月
10日上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在
第十五次全州民政会议上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
作的重要指示及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
议、第二十一次全省民政会议精神，进
一步振奋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
全力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理高质量

发展新实践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陈真永指出，近年来，全州上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
作要求，统筹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
防风险、促发展，民政事业取得新的明
显成效。但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全州民
政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要
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陈真永要求，全州民政系统要把
握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要聚焦保民生增福祉，加强基
本保障，兜牢兜实底线，加快养老提
质，增进老年福祉，提升治理效能，做
优社会服务。要坚持转作风抓落实，
积极推进工作思路、方法、机制创新，
引入市场机制、挖掘社会资源，逐步

实现民政工作社会化；健全基层民政
工作机制，保证民政工作在基层得到
落实；把支持配合民政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靠前协作、通力配合，不
断凝聚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合力。

州 政 府 副 州 长 杨 松 主 持 会 议 。
州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12 县（市）政
府分管领导及民政局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陈真永在第十五次全州民政会议上强调

民生为大 民政为民 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记者 朱蕾 杨钰洁 刘泉 张洲 杜伟

晨起，在洱海森林公园锻炼，寻一个休闲运动的好去处；傍晚，
在洱海生态廊道漫步，赏一湖碧波荡漾的洱海水；周末，在湿地公
园玩耍嬉戏，尽享自然美景和清新空气；假期，在苍洱之间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马拉松，体验大理生活之美……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十年来，大理州坚持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生态为民，扎实推
进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努力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把最美的生
态献给人民，让每一位来到苍洱间、来到大理的人都能享受美
好、爱上生活。

打造生态廊道 搭建绿色开放空间

全长 129公里的洱海生态廊道，将洱海周边的湖滨缓冲带和
湿地串联起来，为洱海构筑起一道物理隔离的绿色生态屏障。经
过统一的风貌提升改造后，廊道一侧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掩映在
绿荫丛中，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如今，洱海生态廊道不仅是人与湖亲近的新“纽带”，更成为
大理的“新名片”。

“每周我们都会组织聚会，到洱海生态廊道徒步、拍照、跳
舞……生活在这么美的地方，我们觉得很幸福。”家住大理市的
许丽霞阿姨有一群兴趣相投的好姐妹，洱海生态廊道成为她们退
休生活的重要场所。

冬天的洱海边，水杉林立、水鸟翔集，从内蒙古来的李慧勇一
家第一次到大理就爱上了这里。他说：“漫步洱海生态廊道，既能
欣赏自然美景，更能感受沿途白族村落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曾经的白族民居私家院落，如今成为带着浓浓白族民俗文化
的文创店、咖啡店，成为当地群众和外来游客尽情享受绿意和阳光
的好去处。随着更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廊道经济”的新路径
开始蓬勃发展。

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天气，有不同的美景，这正是
白族青年画家赵焕创作的源泉。赵焕在生态廊道开设了一家油画
工作室，面朝洱海、潜心作画，创作之余还招收学生、教游客画画。

“既能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还能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我非常满意现
在的生活。”赵焕一边指导学生作画，一边愉快地告诉记者。

据统计，仅 2024年春节期间，洱海生态廊道海西段共接待市
民及游客 101.15万人次，巨大游客流量为“生态+文旅”的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廊道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凸显。

推进绿美建设 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苍山脚下、洱海之滨，走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到过的大理市
湾桥镇古生村，田园秀美、民居古朴、街巷整洁，溪水环绕、绿树成
荫，这里连接着人们对山水的情感，流淌着悠悠乡愁。

近年来，古生村坚持以“记得住乡愁”为主线，统筹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和环境绿化美化，完成村内 4 处文物修缮，对 8 条古巷
道进行风貌提升，完成 70 户村民家庭院落风貌整治，挂牌保护
李德昌“乡愁小院”等 7户白族民居古院，使“乡愁”文化与乡风文
明相得益彰。

“整个村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前的路面变得干净整
洁，屋顶和外立面也恢复了白族民居建筑风格，来村里的游客也越
来越多了。”古生村村民赵丽梅一边打扫着家门前的卫生，一边热
情地和路过的游客打招呼。如今的古生村，生态环境优美、传统文
化浓郁、田园风光迷人，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居住。

西屿民宿的主理人熊西宇曾在深圳的软件公司工作，第一次
到古生村，就决定在这里定居。“这里好像宫崎骏的动画片一样美，
生活节奏很慢，我喜欢在洱海边散步、在楼顶晒太阳，无论身体还
是心理都能在这里释放压力、得到疗愈。现在，我的母亲和孩子也
来到了大理，今后我们也会成为‘新大理人’。”

古生村是大理统筹推进绿美城市、绿美乡村建设的缩影之
一。近年来，大理越来越多绿色、宜居的城市和村落正在成为广大
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依托。2024年，长
期定居大理的“新大理人”已经超过了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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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洱海保护

游客在大理市洱海边的龙龛古渡
拍照打卡。（摄于2月8日）

春节假期，大理州共接待国内外
旅 游 者 696.33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7.33%，其中，大理市接待国内外旅游
者519.49万人次，同比增长20.03%。

［记者 王正鸿 摄］

陈真永到大理市调研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时强调

打造宜居宜游美丽大理 全民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杜伟） 2月

10 日下午，州委副书记、州长陈真永
到大理市调研绿美城市建设工作时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持续推进绿美城市建设，全
力打造宜居宜游美丽大理，确保全民
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初春时节，大理市城区至大南高
速下关收费站连接路段，道路两侧，
新植的树木已吐露新芽；道路中间绿
化隔离带内，挺拔的榕树与娇艳的玛

格丽特花相互映衬，错落有致地搭配
出层次分明、造型雅致的景观，引得
过往车辆中的乘客纷纷摇下车窗拍
照。陈真永详细询问绿化树种的生
长习性和养护管理的具体举措，并对
项目建设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
出，城市主要道路的绿化美化工作，
要结合本地气候特征、文化底蕴等要
素，精心挑选适配树种，打造具有辨
识度的景观大道，彰显美丽大理、浪
漫大理的魅力。

实地调研结束后，陈真永主持召
开座谈会，听取州级相关部门、大理
市、大理经开区关于绿美城市建设相
关项目实施情况的汇报。他强调，城
市绿化及基础设施建设是提升城市
形象的关键，要将城市绿化、美化、亮
化、文化一体化推进，真正把绿化工
作与城市美化有机结合起来；要持之
以恒推进重点道路改造升级工作，通
过优化交通设施布局、提升道路绿化
品质、完善配套设施建设等举措，切

实提高道路安全性和通行效率，增强
道路美观度和生态功能；要进一步加
大口袋公园建设力度，灵活运用规划
建绿、见缝插绿等多种方式，充分盘
活闲置空间，精心打造一批既有颜值
又有内涵，且便民惠民的休闲活动空
间，把大理建设成为整体美观度高、
文化内涵丰富、独具魅力的绿美城
市，不断增强城市吸引力，持续提升
居民生活质量。

周武军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