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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7日电（记者陈威华 赵焱）巴西发
展、工业与贸易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巴西实现贸易
顺差约988亿美元，同比增长60.6%，继2022年后再创有此项统
计以来新高。数据还显示，中国继续成为巴西第一大出口目的
地。

2023年，巴西出口总额达3396.73亿美元，同比增长1.7%；
进口总额达2408.35亿美元，同比下降11.7%。大宗商品出口活
跃成为去年推高巴西外贸顺差的重要因素。此外，去年巴西出
口企业数量增加。

巴西副总统兼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长阿尔克明表示，外贸
对于巴西提振经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以及促进国家发
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巴西发展、工业与贸易部预计，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巴西
2024年进口有望增长，贸易顺差将降至944亿美元。

新华社华盛顿1月7日电（记者许缘 熊茂伶）美国国会众
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翰逊7日表示，国会两党领导人当天就一
项总额达1.59万亿美元的支出协议达成一致，为联邦政府避免
在本月晚些时候陷入部分“停摆”铺平道路。

约翰逊当天在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中说，该协议为2024财年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制定了支出计划，其中
8860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7040亿美元用于非国防支出。

不过，按照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和众议院民主
党领袖杰弗里斯当天发表联合声明中的说法，2024财年非国防
支出预算为7727亿美元，金额与约翰逊公布的数字有所出入。
一名国会民主党议员助手表示，两者差额为“调整部分”，包括在
当天的协议里。

美国总统拜登在两党达成协议后发表声明说，支出协议“让
我们离防止不必要的政府‘停摆’又近了一步”。他呼吁国会共
和党人必须停止威胁让政府陷入“停摆”，履行其基本责任。

拜登还提及他于2023年10月向国会提出的包括援助以色
列和乌克兰资金在内的特别拨款请求。他敦促国会共和党人尽
快批准该请求。

美国联邦政府大部分机构即将在1月19日因运转资金耗尽
而陷入“停摆”，剩余机构的运转资金将在2月2日耗尽。分析人
士指出，尽管该协议推动了潜在拨款法案的立法进程，但并非表
明国会两党已弥合分歧。约翰逊在信中坦言，协议达成的开支
水平“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也不能像部分议员预期的那样削减
开支。因此，联邦政府“停摆”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新华社达卡1月8日电（记者孙楠）根据孟加拉国选举委员
会官员7日晚陆续公布的各选区初步结果，在当天举行的国民
议会选举中，现任总理哈西娜领导的人民联盟已赢得一半以上
的议席。

选举投票当地时间7日8时至16时举行，共有1970名候选
人竞争议会300个席位中的299个。

孟选举委员会此前宣布，因在其中1个选区有候选人去世，
根据相关法律，该选区的选举暂停，空缺的1个议席将在晚些时
候补选。

孟加拉国国民议会议员以直接选举形式在所属选区选
出。议员可以是独立人士或属于某个政党，任期5年，可无限次
连任。如果一个党派获得的议员席位超过议会300个席位的半
数，成为多数党，就可以组建政府、任命总理。

新华社东京1月7日电 在日本能登半岛地震中，位于石川
县的志贺核电站受损严重。日本北陆电力公司7日说，志贺核
电站排水沟出口附近海面发现有少量油漏出。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受地震影响，志贺核电站1号
机组和2号机组接收外部电力的变压器管线受损，共有超过2.3
万升绝缘和冷却用油泄漏。北陆电力公司原本表示泄漏的油基
本已回收，但7日再次确认时发现2号机组变压器附近的侧沟里
存在微量油膜，此外，连通侧沟的排水沟出口附近的海面纵向5
米、横向10米的范围内发现有油膜。

该公司表示，这些油是变压器飞溅出去的油混在雨水中流
出去的，而变压器位于放射性物质操作区域外，因此油里不含放
射性物质，对外部环境没有辐射影响。

受福岛核电站事故等影响，志贺核电站自2011年3月以来
一直未重启。2016年，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专家组认为志贺
核电站核反应堆建筑下方断层可能为“活动断层”，不适合重
启。但在2023年3月，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推翻专家组判断，称

“不存在活动断层”。日媒认为，此次能登半岛强震带来的影响
将使志贺核电站重启问题再陷争议。

这个冬天，冰雪旅游成了“现象级网
红”。从“尔滨”到长白山，从沈阳到呼伦
贝尔……一车车可爱的“小土豆”“小金
桔”涌向北方，“攻占”各大景点、洗浴中
心、早市，各地文旅局长们也抢抓热度“整
活”。

冰雪旅游为何突然成了“网红”？“网
红”能否变“长红”？“新华视点”记者进行
了调查采访。

冰雪火出圈
松花江上升起的热气球、挂在索菲亚

大教堂上空的人造月亮、鄂伦春族的驯
鹿、动物园里“乖巧”的东北虎……迎来冰
雪旅游旺季的哈尔滨，成为这个冬天最火
的旅游城市。网友们纷纷表示，“尔滨”的
待客之道热情得让人招架不住。

推陈出新的“花活”，细致入微的服
务，加上当地人的热情……如今的哈尔滨
到处都是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模样。相
关统计显示，元旦假期哈尔滨旅游热度同
比上涨 240%。据大数据测算，全市游客
量超过3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亿
元，均达到历史峰值。

“热雪”沸腾的冬季旅游场景，在北方
多省区铺展开来。在辽宁沈阳的一些“网
红”洗浴中心，大厅里挤满了来体验东北
洗浴文化的游客。在吉林省，东部的长白
粉雪，中部的雾凇树挂，西部的冰湖腾鱼，
一张张冰雪“金名片”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借力举办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
内蒙古也推出特色冰雪运动、冰雪旅游项
目。

“我们今天来冰雪大世界搭乘的是免
费大巴，暖心啊。”从云南大理来哈尔滨旅
游的赵雯说，这次旅行真正被东北人的热
情感动了。

冷冰雪带火了热饮食。东北饮食花

样多、分量大，像极了东北人豪放热烈的
性情。直径半米的大铁锅，鸡翅、土豆、排
骨、牛腩、玉米等各种食材一股脑地倒进
去，屋里热气腾腾，这就是人间烟火气。

“太喜欢吃东北菜了！”来自江西的刘
女士说，听说下雪天就要吃铁锅炖大鹅，
虽然为此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但是觉得
很值。哈尔滨一家铁锅炖连锁店的总经
理姚立龙告诉记者，很多店家都发出“不
随意涨价”的倡议，并推出免费热茶、延长
营业时间等服务。

鄂伦春族的驯鹿走上哈尔滨的中
央大街后，迅速实现“引流”。“我是被网上
很火的鄂伦春族狍角帽吸引来的，这里不
仅有可爱的服饰、丰富的文化、原生态的
自然景观，还有刺激好玩的体育活动。”身
穿鄂伦春族传统服饰，在内蒙古鄂伦春自
治旗雪地里拍照的河北游客张凌说。

“网红”变“长红”还需补短板
冰雪旅游在东北一些城市大火背后，

并非偶然。
“我们用了一年时间来‘训练’，不断

增强市场化思维和服务意识。”黑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何晶说，从2023年初开
始，当地便开始运用新媒体平台，邀请文
旅头部博主，多维度宣传黑龙江，如索菲
亚大教堂、红专街早市，都已成为“网红”
打卡地。同时，当地关注游客评论，游客
对什么不满意就改进什么；比如，有游客
说，在索菲亚大教堂旅拍时有个月亮就更
好了，当地就弄了一个大大的人工月
亮。

自身努力加上自媒体加持，让哈尔滨
率先爆火。但记者走访多个北方城市发
现，与夏季旅游市场相比，目前冬季旅游
市场开发还只是“毛毛雨”，冰雪旅游远没
有带动整个市场，更多还停留在个别点、

个别城市。
“发展冬季旅游，北方很多城市的当

务之急是补短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
究院党委书记、教授刘京晶说。

冰雪资源一直都在，提高含金量是关
键。目前，各地发展冰雪旅游，多是“靠资
源”“卖风光”，同质化竞争问题明显，高质
量冰雪旅游还缺少业态创新。在冰雪旅
游火爆的地区，以观光为主导的冰雪旅游
产品仍占主导，一站式冰雪旅游景点较为
发达，以看冰灯、赏雪、滑雪滑冰为主要内
容；而冰雪旅游度假区、冰雪旅游综合体
等综合性冰雪旅游目的地的供给较为有
限，尚不能完全满足游客对休闲型、体验
型冰雪旅游产品的需求。

“雪都是一样的雪，去哪里看都差不
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专家张敏
说，冰雪旅游哪家强，最终还得看服务意
识和服务质量。过去几年，游客吐槽最多
的还是“坑客”“宰客”、服务“粗放”等问
题，提升服务质量依然任重道远。

除了要丰富旅游体验，与旅游相伴的
冰雪运动，安全问题也需引起高度重视。
近年来，各地因滑雪、滑冰意外事故导致
的骨折、脑震荡等伤者颇多。专家指出，
滑雪市场中，大部分是一次性体验人群；
伤亡事故很容易导致初学者“望雪却步”，
影响冰雪产业消费人群的扩大。

产业升级呼唤“冰雪+”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报告显示，预计

2025 年我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将超 5 亿
人次，国内冰雪旅游收入超1.1万亿元。

“东北的冰雪旅游往年也有一定热
度，只是在这个冬天大火了。从市场需求
端来说，长期以来冬季国内旅游市场是缺
产品的，老百姓往往选择以避寒为主的南
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生态研究室副主任王灵恩认为，这几年，
随着北方对冰雪市场的挖掘和相关保障
产品的配套，消费者来北方旅游的意愿增
强，尤其是新的消费群体对于差异化体验
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就看市场有没有好的
旅游产品供给。

王灵恩说，未来的冰雪旅游发展，以
重资产、重体量投资为主的模式是行不通
的。北方一些地区地广人稀，有些地区还
属于生态保护区，发展旅游不适宜搞大规
模开发，要多考虑轻体量、精品化的模式。

目前冬季旅游除了传统的观光、体育
赛事游乐之外，尤其缺少极寒环境中的休
闲度假产品。基于冰雪资源的旅游产品
需要持续创新。刘京晶说，要深度挖掘冰
雪旅游内涵，多开发特色冰雪旅游产品，
如泡温泉赏雪、雪野徒步探险、冰雪研学、
雪地趣味运动会、冰雪写生等。同时，加
大与在地文化的结合，融入地方民俗、节
庆、演艺活动，以旅彰文，提升冰雪旅游的
文化体验感。

冬季旅游的产业链和人才链亟待延
伸。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余
志刚说，当下，各地发展冰雪旅游要把握
机遇，完善相应的产业链，比如防寒保暖
装备、冬季交通等都有待进一步升级。同
时，也要注重人才培育，吸引更多人参与
冬季旅游产业链开发。

寒假和春节即将到来，为促进冰雪产
业健康发展，受访专家建议，各地要高度
重视安全问题，堵住安全管理漏洞；游客
应提高安全风险意识，做自身安全的第一
守护者；体育、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进
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对本地区冰雪运动场
所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相关部门应尽快
出台冰雪运动安全管理统一标准，引导行
业健康发展。

“网红”如何变“长红”？
——“热雪”沸腾的背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张丽娜 张玥 魏婧宇

美国会两党达成支出
协议以避免政府“停摆”

巴西2023年贸易
顺 差 再 创 新 高

孟 加 拉 国 执 政 党 在
大选中获得超半数议席

闻新国 际

日本灾区核电站附近
海面发现少量漏油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
者李恒）记者 8 日从国家卫生健
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央
宣传部、全国总工会等六个部门
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
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有关单位提高无偿
献血者的荣誉感和获得感，激励
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参与无偿献
血。

通知要求，认真落实献血法，
做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工作，鼓
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激励
措施。加快推动“三免”政策落地
实施，让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无
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献血者，
可按照当地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
主办的公园和免交公立医院普通
门诊诊察费。

通知鼓励实现献血者“血费
减免一次都不跑”。继续推进无
偿献血者及亲属出院时直接减免
用血费用工作，实现用血医院全
覆盖，优化服务流程，让信息多跑
路、献血者少跑路。鼓励无偿献
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保障
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
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
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
用血。

根据通知，相关部门未来要
持续提升无偿献血服务质量和宣
传效果，推进“互联网+无偿献
血”服务模式，为献血者提供个性
化、精细化服务。各地要因地制
宜制定无偿献血者优待政策，持

之以恒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工作。
据介绍，自1998年施行献血法以来，我国

全面建立自愿无偿献血制度，形成政府领导、全
社会广泛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格局。25年来，
广大无偿献血者无私奉献、踊跃捐献血液，我国
无偿献血量和献血人次持续增长，实现临床用
血全部来自公民无偿捐献。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 2021 年全球血液安
全和可获得性现状报告显示，我国无偿献血总
量、血液质量安全水平和临床用血合理水平等
方面位居全球前列。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白阳）记者8日从司法
部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日前联合发布《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进一步加强
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切实维护受援人合法权
益。

据悉，为更好地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保障当事人依法获得法律援助，为法律援助人员开展工
作提供便利，办法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
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分工，健全协调机制，加强
工作衔接，为规范有序高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提供制度

保障。
办法共30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细化各部门职责。

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监管场所在法
律援助案件办理中的工作职责，细化司法行政机关和法
律援助机构职责。

二是深化各环节协作。要求法律援助案件办理环节
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监管场所应履行
法定职责，告知有关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法律援助，向法
律援助机构转交法律援助申请、提供相关文书材料。规
范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及函告程序，对法律援助与司法
救助衔接作了专门规定。

三是优化多举措保障。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告知
变更开庭日期、强制措施或者羁押场所等重要信息，在法
定时限内规范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为法律援助人员会见、
阅卷、了解案情等提供便利，保障法律援助人员依法履
职。强调加强信息化建设，保障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开展。

四是强化全方位监管。在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过程
中，要求司法行政机关通过多种方式监管法律援助服务
质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做好协助配合。
此外，明确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中国海警局、监
狱办理刑事案件，适用办法中有关公安机关的规定。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叶昊鸣、王聿昊）记者8日
从中国民航局获悉，2023年我国民航全行业完成旅客运输量
6.2亿人次，同比增长146.1%，恢复至2019年的93.9%。

在当日举行的民航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综合司副
司长孙文生介绍，2023年，我国民航全行业共完成运输总周转
量 1188.3 亿吨公里、货邮运输量 735.4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98.3%、21%，分别恢复至2019年的91.9%、97.6%。“总的来看，行
业运输生产呈现恢复稳健、运行安全、竞争有序的良好局面。”

在运行品质方面，孙文生表示，2023年，我国民航大力推
进“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输网络体系建设，完善通程航班

政策标准，提升网络衔接能力和中转便利化服务水平，国内
航线网络通达性拓展23%。开展千万级机场航班靠桥率专项
整治，平均靠桥率提升3.41个百分点，累计增加靠桥航班15
万架次、惠及旅客2239万人次。提升航空气象服务准确性、
实用性，改革航段时间管理方式，全年航班正常率达87.8%，
较2019年提高6.15个百分点。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孙文生说，2023年，我国民航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1150亿元，连续4年超千亿元。新增跑道6条、
机位193个、航站楼面积59万平方米，运输机场总量达到259
个，总容量达15.6亿人次。

1月8日，选手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内制作雪雕。
当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内举行的第26届中国·哈尔滨国际雪雕比赛进入第三天的赛程。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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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民航完成客运量6.2亿人次

“两高两部”联合发布法律援助法实施工作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