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3年 4月 19日 星期三

责编：盖 威 审读：陈 艳

时政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6263965

投稿邮箱：xywbnews@126.com

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4.5%
新华社北京 4 月 18 日 电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国家统计
局 18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今年
一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28499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4.5%，比上年四季度环比
增长2.2%。

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第一
产业增加值 11575亿元，同比增长
3.7%；第二产业增加值 107947 亿
元，增长 3.3%；第三产业增加值
165475亿元，增长5.4%。

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生产
逐步恢复。一季度，农业（种植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6%，冬小麦长
势总体正常，春耕备耕有序推进；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3%，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3个百

分点。
服务业明显回升，接触型服务

业增长较快。一季度，服务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5.4%，比上年四季度
加快3.1个百分点。3月份，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2%，比1
至2月份加快3.7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107282亿元，同比增长
5.1%，与上年全年持平；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114922 亿元，同比增
长5.8%，上年四季度为下降2.7%；
货物进出口总额 98877亿元，同比
增长 4.8%……固定资产投资平稳
增长，市场销售较快恢复，货物进
出口保持增长。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
价格温和上涨。一季度，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比上年
四季度下降 0.1个百分点；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3%。

“一季度随着疫情防控较快平
稳转段，各项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政策举措靠前发力，积极因素累积
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开局良
好。但也要看到，国际环境仍然复
杂多变，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
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当日在国
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科学
精准实施宏观政策，综合施策释放
内需潜力，大力深化改革，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运行持续
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明日谷雨
开到荼蘼花事了，楝花谢后别春风

新华社天津 4 月 18 日 电
（记者 周润健）“谷雨春光晓，山川
黛色青”，北京时间 4月 20日 16时
14分将迎来谷雨节气。此时节，牡
丹、荼蘼、楝花吐蕊绽放。“谢了荼
蘼春事休”“一信楝花风，一年春事
空”，标志着春天就要离场，夏天即
将登场。

花守时令，应时而开。花是季
节时令到来的信使，所以叫“花
信”，随着花信而至的风，叫“花信
风”。小寒至谷雨阶段共八个节
气，以每五日为一候，共二十四
候。智慧的古人根据大自然的变
化，在每一候内开花的植物中，挑
选一种花期最准确的植物为代表，
对应一种花信，梅花最先，楝花最
后，称之为“二十四番花信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节日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萧放介绍，谷雨节
气的三番花信为牡丹、荼蘼与楝
花，其中，牡丹名气最大。牡丹因
其国色天香、大气华贵，得到国人
的特别喜爱，被称为“谷雨花”，古
谚有云：“谷雨三朝看牡丹”。

牡丹原本生长在我国黄河、长
江流域等地，人工栽培牡丹大约在
汉代已经开始。隋唐时期，牡丹作
为园艺花卉进入城市生活并获得
显著地位。唐人刘禹锡有诗云：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可见唐人对牡丹的深挚情感。

宋代时，牡丹走出皇家宫苑，进
入寻常百姓家。明清时期，谷雨看
牡丹是城镇居民的风尚。清代学者

顾禄所撰写的《清嘉录》中记载，当
时无论是豪门望族之家还是文人雅
士的庭院，“植之无间，即小小书斋，
亦必栽种一二墩，以为玩赏”。

荼蘼和楝花的名气虽然不如
牡丹，但也深受文人雅士们的青
睐，引发他们的无限诗情，自古吟
咏不绝，如“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
晚”“开到荼蘼花事了，丝丝天棘出
莓墙”“客里不知春事晚，举头惊见
楝花香”“处处社时茅屋雨，年年春
后楝花风”等，不胜枚举。

“楝花谢尽，花信风止，便是进
入绿肥红瘦的悠悠夏日了。‘流水
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春将尽
之时，大家不妨出门看看，在随雨
落的繁花中与春天作别，迎接初夏
的到来。”萧放说。

星空有约
为什么日食总发生在初一

新华社南京 4月 18 日电（记者 王珏玢
邱冰清）4月 20日将发生一次罕见的日全食与
日环食混合发生的日全环食天象。当日，在全
环食带中部分地区的人们可以看到日全食，部
分地区的人们看得到日环食。什么是日食？
为什么日食总发生在农历初一？天文科普专
家为您揭秘。

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说，
月球被太阳照射，会投射下影子。当月球运行
到太阳和地球中间，三者处于或接近一条直线
时，月球的影子会投射到地球表面。处于月球
阴影中的人们会发现，太阳的视圆面被月球全
部或部分遮挡，这种天象就叫日食。日食分为
日偏食、日全食、日环食、日全环食。

日食产生的时间有个规律，即日食必然发
生在农历初一。为什么会这样呢？王科超解
释，这是因为在农历初一，月球会运行到地球
和太阳之间。也只有在这样的日子，地、月、日
才有可能呈一条直线排列，使月球挡住太阳，
形成日食。

但并非每个农历初一都有日食。王科超
解释，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黄道”与月球
围绕地球公转的轨道“白道”存在一个5度左右
的小夹角。在农历初一，月球可能运行在黄道
的上方或下方，此时太阳、月球和地球三者不
能排成直线，月球的影子不能投射到地球上，
便不会发生日食。

“只有当月球运行在黄道与白道相交的两
个交点附近才会发生日食。就整个地球范围
看，一年中至少会发生两次日食，最多可能发
生五次日食。”王科超说。

远古发现
我国发现约 8亿年前“串珠”

生物

新华社南京4月 18日电（记者 王珏玢）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获
悉，该所早期生命研究团队牵头多名国内外古
生物学者，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
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从形
态上看，这种古生物很像一串串藏在远古岩层
中的珍珠项链。

领导此项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
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庞科介绍，此次发现的霍氏
串珠有两种“规格”不同的体形。大的霍氏串
珠单个“珠子”直径可达 5毫米，小的霍氏串珠

“珠子”直径不足 1毫米，但它们的形态和结构
大体相似。从部分三维立体保存的标本看，

“珠子”实际是包裹着一层有机质外壁的球
体。几个到几十个“珠子”几乎等间距排列，形
成一个完整的链状“珠串”，这就是霍氏串珠的
整体形态。

研究人员判断，霍氏串珠可能是一种匍匐生
活在沉积物表面的底栖生物，最有可能属于藻类。

“此前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霍氏串珠，最
早可追溯至 14.8亿年前。此次新发现的这批
霍氏串珠化石标本虽然时间上称不上最早，但
形态、结构保存得特别完好，因此尤为珍贵。”
庞科介绍，通过对霍氏串珠显微结构的分析，
此次研究还首次解开了霍氏串珠的生长之
谜。科研团队认为，“珠串”中的“珠子”可能是
一个个包含有多个细胞核的巨型细胞，多个巨
型细胞聚集成链，整个生物体也就完成了长

“大”的过程。

逛黄河大集
赏民俗文化

4月18日，市民在东营市清风湖黄河大集上参观非遗展。当日，黄河文化论坛
在山东省东营市开幕，作为配套活动的2023山东省春季黄河大集吸引了众多市民
前来游览体验。据悉，黄河大集分为“沿着黄河遇见海”沿黄九省（区）手造民俗
展、特色农产品区、市集演艺区、沿黄美食区等展区。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