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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站“炼药”打开产业新蓝海

追星逐雾 气象游成新风尚

直播电商强化非遗“造血”能力
本报记者 赖奇春

鸡肉供应充足物美价廉

本报记者

黄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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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 月 27 日，

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鸡平均价

格为 17.26 元/公斤。“当前鸡肉供应

充足，市场价格低廉。”农业农村部

肉鸡生产监测预警专家组首席专家

郑麦青说。

产出端最新汇总数据显示，截

至 5 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量同比

增长 6.8%，累计出栏肉鸡同比增长

5.5%，肉鸡存栏量同比增长 8.8%。

其中，白羽肉鸡累计肉产量同比增

长 7.8% ，累 计 出 栏 量 同 比 增 长

6.8%，当前存栏量同比增长 11.6%；

黄 羽 肉 鸡 累 计 肉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2.8%，累计出栏量同比增长 1.9%，

当前存栏量同比增长 4.9%。这说

明，我国肉鸡产能基础稳固，生产能

力较强。

强劲的生产能力源于充足的种

源保障。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底，全国祖代种鸡存栏量 461.2 万

套，同比增长 7.2%，环比增长 2.1%，较年均线增长 5.0%。其

中，在产存栏量 315.9 万套，同比增长 13.0%，环比增长 0.4%，

较年均线增长 8.6%。全国父母代种鸡存栏量 16673.3 万套，

同比增长 10.3%，环比增长 1.5%，较年均线增长 5.8%。其中，

在产存栏量 9572.3 万套，同比增长 9.5%，环比增长 1.4%，较年

均线增长 6.9%。

从供给端看，今年鸡肉进口增幅较大。海关数据显示，

截至 4 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品进口量为 32.30 万吨，同比增

长 15.0%；进口金额为 9.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但是出

口增幅更大：截至 4 月底，今年全国鸡肉产品出口量为 27.65

万吨，同比增长 30.0%；出口金额为 7.2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1%。 由 此 可 见 ，鸡 肉 供 给 增 长 主 要 原 因 在 于 国 内 产 能

充裕。

不过，近日鸡肉价格与收益承压。5 月份，全国肉毛鸡均

价为 9.04 元/公斤，同比下跌 9.4%，环比下跌 2.8%。其中，白

羽肉鸡价格为 7.59 元/公斤，同比下跌 3.6%，环比微涨 0.2%；

黄羽肉鸡为 13.88 元/公斤，同比下跌 15.0%，环比下跌 1.7%。

郑麦青介绍，截至 5 月底，全国肉鸡生产全产业链平均收

益为 0.34 元/只，同比减少 1.12 元/只。其中，白羽肉鸡只均收

益为 0.30 元，同比增长 0.37 元，环比减少 0.35 元；黄羽肉鸡只

均收益 2.49 元，同比减少 3.81 元，环比减少 1.37 元。5 月份，

上市公司毛鸡销售价格环比下跌 3.8%，同比下降 21.8%。

后市鸡肉价格走势如何？郑麦青分析，从供给端看，全

国在产种鸡存栏量创新高，商品鸡苗的潜在供应量保持高

位增长。春节后商品鸡苗销售进入高峰，3 月和 4 月销量均

达 3.2 亿只，5 月份进一步增至 3.4 亿只，为近两年高位，年内

鸡苗销量同比增长 7.7%。依据历年生产周期规律，6月至 8月，

黄羽肉鸡出栏量会有较大幅度增长。随着产量增长，价格

通常会下跌。从需求端看，入夏后，鸡肉消费会逐渐转入传

统旺季。综合分析，6 月份呈现供需双增局面，但市场情绪

偏 弱 ，预 计 夏 季 毛 鸡 和 鸡 肉 价 格 虽 有 上 涨 可 能 ，但 幅 度

有限。

春季郊野踏青，夏季林间避暑，秋季山

巅观红叶，冬季冰河嬉冰雪⋯⋯顺应气象节

律去旅行，正成为拉动旅游市场增长的新引

擎。当前，气象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正不断

拓宽旅游场景边界、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

升旅游目的地吸引力，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动能。

盘活资源打造 IP

在现代化都市的明亮灯火下，仰望星空

渐成奢侈。于是，越来越多人奔赴远离尘嚣

之地，开启“追星”之旅。

星空，亦可精准预报。“观星与气象条件

密不可分。”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服务首席王秀荣告诉记者，云量、能见度、视

宁度（指大气抖动对光学成像的影响程度）和

光污染是影响观星的主要因素。晴空或晴朗

少云的夜晚观星最为理想，高能见度意味着

星光能更好穿透大气，让星星看起来更加明

亮，而良好视宁度能保障星空摄影的清晰

度。选择暗夜环境程度高、远离城市光污染

的地方进行观测，能观赏到更璀璨的星河。

为提升游客体验，气象部门研发了观星

气象预报产品，帮助游客合理安排“追星”时

间。“我们联合宁夏、北京等观星条件比较好

的地方研究开发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星空指

数产品。通常在周末、节假日前发布，并划

分等级。达到 5 颗星意味着观星条件极佳，

满天繁星可期，方便星空爱好者规划行程。”

王秀荣介绍。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表示，气

象旅游资源包括天气景观资源、气候环境资

源和人文气象资源。这些资源具有极高的

观赏和利用价值，能够直接转化为旅游生

产力。

自 2022 年起，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已分三

批发布“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名单，涵盖云

雾 、彩 虹 、冰 雪 、星 空 、霓 虹 等 多 种 自 然 奇

观。这些独特的资源正延伸出一批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新 IP。

重庆“雾都烟雨”：利用气象部门研发的

烟雨巴渝指数，游客可提前了解未来 3 日内

重庆 9 个知名景点的雨雾情况，从而科学规

划路线，领略烟雨朦胧的别样风情。

福建平潭“蓝眼泪”：平潭县气象局推出

的“蓝眼泪”气象条件预报，提供未来 5 天“蓝

眼泪”发生概率预测，帮助游客追寻如梦似

幻的海浪荧光。

吉林长白山天池：长白山气象部门开展

天池开冰、可见度等景观监测和实况播报，

预报天池可见概率及主峰云海出现概率，破

解“十次九不见”的难题。

从高山云海到田园湖泊，各地气象部门

持续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开展气候生态资源

普查评估，推动气候要素成为生产要素、气

象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吸引游客避暑避

寒、观星赏花、休闲康养。“挖掘各地独特气

候禀赋，将云海、雾凇、彩虹等奇观转化为旅

游资源，打造‘一地一特色’的绿色发展模

式，正成为激活区域经济、推动生态价值转

化的新赛道。”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熊绍员说。

深挖禀赋创新体验

优质天气能否转化为优质产品，带动乡

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通过优化气候资源配

置、强化风险预控、量化农产品生长气象数

据，气象赋能正成为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的重要支撑。

咸丰白茶，是一种由绿茶变异得来的珍

稀茶种，它对温度敏感，只有在 19℃至 23℃

的冷凉气候下，嫩芽才会呈现玉白透亮、叶

脉翠绿的“白化”现象。而湖北省咸丰县是

典型的高山冷凉型气候，雾多寡照、雨水充

沛。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下，造就了

咸丰白茶“高氨低酚”的独特品质。

2024 年，中国气象局对咸丰白茶实施

“气候赋能”行动。基于气象站观测、卫星遥

感及精细化实况格点数据，综合分析茶叶不

同生长期的气温、降水、湿度、日照、辐射等

因子与品质的关系，计算得出其气候品质指

数等级为“特优”。“这种基于气象条件的农

产品品质定量评价，为咸丰白茶贴上了优质

气候农产品的标签，显著提升了市场竞争

力。”咸丰县气象局局长李鑫说。

如今，咸丰白茶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年

综合产值突破 20 亿元。以茶为媒，咸丰县积

极打造“茶旅融合”新场景：在唐崖土司城址

推出“梦回唐崖·茶境雅集”非遗展演，让游

客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品茶；坪坝营森林

茶海、麻柳溪茶海羌寨等景点，年接待游客

超百万人次。“四季游咸丰”正成为全国茶乡

旅游的新标杆。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生态服

务室主任范晓青表示，通过规范开展农产品

气候品质技术评价工作，深化农产品气候品

质机理研究，对农产品生育期数据、关键气

象因子数据、品质数据等进行量化分析，挖

掘农产品气候资源禀赋，为地方因地制宜利

用区域优势气候资源、创建农产品区域品牌

等提供科学依据，也拓宽了气候特色农产品

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

“气候是天然的差异化资源。”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

表示，乡村休闲旅游高度依赖气候和自然环

境。除了要分析本地平均气温、湿度、负氧

离子等数据，精准定位找到“气候长板”，也

要用好区域气候资源，推动“卖风景”转变为

“卖气候体验”，通过丰富旅游场景，让更多

乡村美、生态绿的 IP 变现。

康养融合拓新业态

气象旅游资源的魅力不止于自然奇观

和特色物产。冬暖夏凉的气候条件，正助力

多地打造康养旅游胜地。

气象康养是气象部门 2025 年度的重点

发力方向。“这是气象资源与健康养生融合

发展的新业态。”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

中心副主任陈辉介绍，气象康养以丰富的气

象资源、良好的自然生态为主要资源依托，

通过与医疗、文旅、生态、农业、养老等产业

融合，配套完善的康养设施，旨在提升公众

健康管理水平，赋能大健康产业链。

为发掘优质资源，气象部门从气象康养

属性（如温湿指数、风效指数），生态环境康

养属性（如负氧离子浓度、水质、森林覆盖

率）、康养活动配套属性（如医疗、设施完备

度）三大维度对全国气象康养资源展开调查

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地区具备较好

气象康养资源，全国有 69%的县至少具备 1种

气象康养资源。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我们按气候类型

及活动场所或项目，确立了夏季避暑型、冬

季避寒型、日光充足型、森林康养型、休闲度

假型等 11 种特色气候康养资源分型。”王秀

荣表示，气象部门正在把调查编制的《气候

康养资源评价技术规范》转化为行业标准，

为各地评估和开发气象康养资源提供指引。

当康养遇上气象，以气象赋能文旅、引

领 文 旅 、保 障 文 旅 的 生 动 实 践 正 在 各 地

展开。

浙江磐安建立气象医养中心，对负氧离

子等气象条件进行实时监测，为老年人提供

伴随式气象医养服务。

贵州安顺提出“21℃的城市·360 度的人

生”城市 IP 定位，大力发展避暑康养产业。

河南洛阳嵩县通过打造“气象+全季康

养”融合场景，建立“春赏花、夏避暑、秋养

生、冬温泉”的康养体系。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业态创新，充分

释放气象资源价值，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多元化、品质化文旅需求，推动气象与旅

游产业协同高质量发展。”熊绍员说。

□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当前，非遗好物正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青睐。抖

音数据显示，2024 年抖音电商中非遗商品年销售量

超 65 亿单，超 10 个非遗商家店播破千万元。其中，手

工小麻花、宜兴紫砂、景德镇陶瓷等非遗商品热销。

中国非遗保护协会会长王晓峰表示，非遗保护与

传承面临现代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冲击，这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数字化为非遗代表性项目提供广阔的传播

平台。

“直播电商的兴起有效破解了非遗商品传播和市

场推广的瓶颈。”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表示，以

往非遗产品由于地域限制、信息闭塞，受众范围较窄，

市场规模难以扩大。直播电商模式以实时互动、场景

还原、即时反馈等特点，有效提升非遗商品的曝光度

和用户黏性，推动非遗消费爆发式增长。

非遗技艺通过直播电商这种市场化的产业路径，

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造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沙垚表示，直播电商革新了

非遗产品的销售渠道，非遗好物线上可视化使其附加

的文化属性和技艺属性得到更直观展示，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通过直播电商平台，走进直播间解说技艺，让

非遗技艺用最鲜活的方式实现科普与传播。

年轻人群体是非遗传承的关键所在，但传统非遗

长期以来难以有效吸引年轻人的关注。直播电商的

兴起，以其年轻化、场景化和潮流化的特性，成功搭建

起非遗与年轻群体沟通的桥梁。

沙垚表示，通过文化创意和场景营造，古老的非

遗正在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打开，表达出现代的

甚至面向未来的生活方式，重塑人们对非遗的认知。

“通过电商直播，我们可以看到非遗活态传承最生动

的图像，这不仅是商业的成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发

展范式和机制的变革，非遗正从博物馆的静态标本转

型为动态生长的生活方式，折射出从保护性传承到创

造性转化的非遗价值观重构。”沙垚说。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

市场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电商平台以市场化方

式 介 入 非 遗 保 护 ，让 非 遗 获 得 持 续 发 展 的 商 业 动

力 ，形 成 文 化 保 护 与 市 场 活 力 相 辅 相 成 的 良 性 循

环。”洪勇说。

截至 5 月底，今年全

国 鸡 肉 产 量 同 比 增 长

6.8%。年内鸡苗销量同比

增长 7.7%。依据历年生

产周期规律，6 月至 8 月，

黄羽肉鸡出栏量会有较大

幅度增长。预计夏季毛鸡

和 鸡 肉 价 格 虽 有 上 涨 可

能，但幅度有限。

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石潭古村

欣赏云海美景。施亚磊摄（中经视觉）

近日，中核集团秦山核电基地依托商用

重水堆生产的镥-177 正式供应市场，年辐照

产能超万居里，这标志着我国在医用同位素

自主生产领域实现又一个关键突破。

医用同位素，大众并不陌生。体检时进

行幽门螺杆菌检测，就要用到碳-14 这种碳

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而此次供应市场的

镥-177，可以通过与靶向药物相结合实现精

准杀伤肿瘤细胞，凭借疗效显著、副作用小、

半衰期适中等优势，已成为全球核药行业的

“明星”，2024 年全球销售额达 14 亿美元。

过去，我国医用同位素长期依赖进口。

近 年 来 ，我 国 碳 -14 已 实 现 规 模 化 供 应 、

钇-90 已具备规模化辐照生产能力⋯⋯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核药新质

生产力快速发展，打开了一片前景广阔的产

业新蓝海。

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

来的。高质量的科技供给，能为确保重要产

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支撑。大部

分医用放射性同位素都是通过反应堆辐照

进行制备，长期以来核心技术掌握在加拿大

等少数国家手中。20 多年前，工业用钴-60

同位素的市场需求激增，秦山核电曾考虑引

进加拿大的成熟技术，却从 1996 年到 1999

年经历了 3 次国际谈判碰壁，因此不得不“自

己啃硬骨头”，于 2010 年实现工业用钴-60

放射源国产化。

医用同位素生产是一块更难啃的“硬骨

头”。秦山核电站建成了我国首个商用堆同

位素生产装置，就像在核反应堆里装了“炼

丹炉”。在国家原子能机构的指导和支持

下，中核集团以秦山核电商用重水堆为平

台，历时 3 年攻克辐照技术瓶颈，自主研发

“ 和 福 一 号 ”同 位 素 生 产 技 术 ，为 镥 -177、

钇-90 等医用同位素的规模化、持续稳定生

产奠定技术根基。

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地位。

核医药行业具有高行业准入门槛、高技

术壁垒、高资金壁垒等特性，市场集中度较

高。全球层面，诺华、阿斯利康、拜耳等多家

医药巨头均在核药赛道有布局。国内企业

里，中国同辐、东诚药业、远大医药等多家公

司也已闯进核药赛道。

当前，核医学在上游核技术领域、中游

放射性药物研发、下游临床应用都呈现蓬勃

发展势头。在医用同位素的国产化进程中，

与国际巨头掰手腕，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要

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要引导

企业尤其是科技领军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与

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面向产业需求共

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

培养科技人才。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产业化能力是核医学创业的生死线。

将核医学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需要既懂

核素技术又有产业化能力，还通晓临床医学

的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放射性药物

使用率仍较低，市场潜力很大。展望未来，依

托我国产业基础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完善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促进自主攻关产

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必将使更多核医学

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进而形成产业。

2021 年 6 月，《医用同位素中长期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印发，提出到 2025 年

实现常用医用同位素的稳定自主供应，到

2035 年积极推动医用同位素“走出去”等目

标任务，为医用同位素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

指明了方向。目前，浙江、四川等地已经围

绕核医疗产业加快布局、重点支持。

核电站兼职制药，已经开了个好头，走

出一条“硬科技+强制造+惠民生”的融合之

路。等哪天国产核药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

中国制造的又一张金名片，才算真正游进了

这个产业“新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