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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音乐会场场爆满、创意设计
周众智激荡、旗袍文化节做大“美产
业”蛋糕、抗战文化之旅催热红色旅
游……曾以重工业为支柱的老工业
基地沈阳，连连向外界展现转型新魅
力，通过发掘创意创新潜能来聚人
气、兴产业、促振兴。

7 月 15 日 ，“ 沈 阳 抗 战 文 化 之
旅”活动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启幕。作为“九一八”事变事发
地 ，沈 阳 拥 有 抗 战 遗 址 遗 迹 50 多
处。沈阳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整合抗战文化资源推动红色旅

游升温，在当地尚属首次。将以此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振兴克难的不
竭动力。

创意创新看似无形，却潜能无
限，可以转化为发展的硬推力。记者
采访发现，林立的烟囱、轰鸣的机器
已不再是沈阳的“表情符号”，昔日的

“共和国装备部”，正在借鉴世界一些
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有益经验，进一步
挖掘独特资源优势，提升文创产业活
力。

“真没想到‘东北三宝’之一的乌
拉草，沉寂百余年后又重回皇宫，受

到青睐。”沈阳故宫文创部门一位销
售人员拿起一款用乌拉草制成的靠
垫告诉记者。

近期举行的第三届沈阳创意设
计周期间，400 余场开放式文创活动
创下300多万人次参与的新纪录。眼
下，创意设计热仍在延续。盛京皇宫
建筑、清宫服饰……哪些文化元素可
以发掘？一场场创意培训启迪思维，
吸引创客们一试身手。据沈阳故宫
博物馆馆长李声能介绍，沈阳故宫已
推出上百种文创产品，多款产品成了

“网红”。

在国家行政学院文创产业研究
专家祁述裕看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
意，是城市发展的两大驱动力。推进
振兴需多方发力，需要更多金点子、
好创意。

旗袍缘于满族女装。当一场场旗
袍秀在沈阳故宫内举行，当锦衣玉肌
与红墙黄瓦相逢，竟引发旗袍寻根
热。不久前在沈阳举行的首届中国旗
袍文化节，开展了旗袍定制艺术大赏、
最美绣娘评选等创意活动，做大了服
装“美产业”蛋糕，旗袍销量激增。

非遗艺术周、森林音乐会、“浑河

之夏”文化艺术季……今年以来，沈
阳一系列文化创意活动异彩纷呈，让
老工业基地更具生活味儿、艺术范
儿，增添了人气，扮靓了城市。

沈阳发掘创意创新潜能激活振
兴动能。2018 年，沈阳文化及相关
产业产值增长 18.9%。目前，全市众
创空间、创意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
各类平台超过 200 家，集聚创业人员
10 万余人，居东北地区前列。今年
前 5 个月，全市各类市场主体增至
81.76万户，同比增长11.36%。

据新华社

沈发掘创意创新潜能聚人气促振兴

肉价持续上涨 水果涨势趋缓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农产品价格热点问题

为进一步巩固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
学条件工作成果，教育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17 日就相关
工作发布意见，提出争取到 2020
年底，全部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
额。

据介绍，2014年至 2018年，教
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启
动实施了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
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

但在部分地区，义务教育学校
“城镇挤、乡村弱”现象还比较突
出，与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发展
公平有质量的教育要求还有一定
差距。

这份意见提出，用两年时间，
争取到 2020 年底，全部消除 66 人
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除现有 56
人以上大班额，全国大班额比例控
制在 5%以内；科学合理设置乡镇

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基
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办学条件达
到所在省份基本办学标准；实现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网络教学环境全
覆盖，不断提升农村学校教育信息
化应用水平。

对于乡镇寄宿制中心学校，意
见明确要按照标准化要求，加强宿
舍、食堂、厕所和体育运动场地建
设，配齐洗浴、饮水、取暖等学生生
活必需的设施设备，全面改善学生
吃、住、学、文化活动等基本条件，
满足偏远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的
寄宿需求。

对于规划保留的乡村小规模
学校，意见提出要结合实际设置必
要的功能教室，配备必要的设施设
备，保障基本教育教学需要，防止
盲目撤并乡村小规模学校人为造
成学生辍学和生源流失，避免出现
新的校舍闲置问题。

据新华社

最近，余额宝收益跌出历史新低，
10000 元 1 天的收益只有 6 毛钱，7 日
年化收益率降至 2.263%。其实，余额
宝收益跌破 3 已经很久了，只是没想
到还能跌到这个程度。

这意味着，钱放在余额宝，真的只
能当成一个零钱包，而且钱包里的钱
还在不断贬值。在辽沈晚报钱多多理
财俱乐部，我们也经常收到有关余额
宝的问题：一类是余额宝收益太低了，
手里有几万元闲钱，不知道放在哪
里？另一类是手上有几十万甚至几百
万的大额资金，不可能全放余额宝，该
怎么配置？

你看，不管是没钱还是有钱，大家
都有共同的焦虑：手上的钱放在哪里，
才能赚到至少跑赢 CPI 的稳健收益
呢？赚钱和省钱是理财中永恒的难
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两句话就
能说清楚的，涉及从理财目标到风险

承受度，从财务规划到资产配置，从产
品筛选到调仓变动等一系列的思考和
操作。

在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部，
就能系统地帮您解决赚钱和省钱的两
大难题。首先，开源节流式的省钱并
不能创造直接收益，只有会理财，才能
实现资产的流动性的长效增长。在钱
多多理财俱乐部，多款从 6.5%—7.5%
之间的稳妥收益的理财产品能够为您
的财富保驾护航。

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部是辽
沈晚报旗下的财富资讯平台，成立四
年来，始终与强平台合作，以助力投资
者财富稳健增值为己任，为会员推荐
中低风险的产品。俱乐部目前推荐的
产品来自天金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
所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批复精神，由天
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
金融资产交易所。目前天金所在中国

10家金融资产交易所中排名第二，长
城资产、东方资产、蚂蚁金服、中信信
托都是其股东。截至目前，累计交易
额 2 万亿，与 1000 余家金融机构达成
合作，机构客户 49 万家和 480 多万的
注册投资者。成立以来历史兑付率达
100%。

扫码可加入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
乐部，了解更多的投资信息。咨询电话
024- 22699275、22699277(总部)，024-
22699266、22699288（三经街分部）。

理财产品由金融机构提供并进行
投资管理，辽沈晚报钱多多理财俱乐
部仅提供平台
服务，不参与投
资，不承担投资
风险。 理财有
风险，投资应谨
慎。

孙妍

我国力争2020年底
全部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余额宝收益又在降

钱放哪更划算

当前正是夏粮购销旺季。一
些主产区小麦收购平均价格较去
年有所降低，收购量明显上升，小
麦价格是否会持续走低？

唐珂分析说，6月份以来新麦陆
续大量上市，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
前主产区的小麦企业收购均价是每
斤1.12元左右，比开秤初期下跌约5
分钱，比去年同期低3至5分钱。

新麦价格下行原因是今年小
麦丰收，优质商品小麦数量充足，
市场竞争导致价格走低。同时，
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比去年下调

3 分钱，带动市场价格底部下调。
唐珂说，尽管新麦收购价低

于往年，但由于产量、品质双提
升，农民售粮收入有望保持基本
平稳。国家已经在安徽、江苏、河
南、湖北四省陆续启动了最低收
购价执行预案，随着政策性收购
对市场的引导效应逐步显现，夏
收小麦购销市场将趋向活跃，但
市场价格大幅上行的可能性不
大，建议农民朋友把握售粮时机，
实现丰产丰收。

据新华社

今年以来，“菜篮子”产品受前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价格有所上涨。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上半年“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3.70，比去
年同期高8.36个点。

未来猪肉、水果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将如何变化？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农产品价格热点问题进行解读。

猪价继续上涨压力较大

猪肉是重要的“菜篮子”产品，非
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猪肉市场波动
受到各方关注。

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今年 3 月
份开始，猪价呈持续上涨的走势，近
期涨幅有所扩大。6月份猪肉批发市
场 均 价 为 每 公 斤 21.59 元 ，环 比 涨
4.7%，同比高29.8%。

唐珂分析说，猪价上涨较快主
要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去年四季
度以来，生猪和能繁母猪的产能持
续下降，猪肉市场供给偏紧的效应
近期开始集中显现。去年 10 月份，
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400 个县能繁母
猪存栏同比降幅达到 5.9%，之后降
幅逐月扩大，6 月份同比的降幅达到

26.7%。
唐珂说，预计下半年猪肉供需

关系进一步趋紧，猪价继续上涨压
力较大，但由于禽肉、鸡蛋、牛奶等
畜禽产品产量增加，消费结构调整
加快，加之进口猪肉及其制品数量
也有所增长，肉类市场供给总体有
保障。

水果价格有望步入季节性下行趋势

今年上半年水果市场价格持续
走高，水果涨价成为热点话题。

据唐珂介绍，6 月份农业农村部
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包括富士苹果、
鸭梨、西瓜、香蕉、菠萝和巨峰葡萄，
均 价 为 每 公 斤 8.39 元 ，环 比 上 涨

11.1%，涨幅减少 8 个百分点，同比仍
然高 51.7%。其中关注度最高的富士
苹 果 、鸭 梨 同 比 分 别 高 106.2% 和
165.5%。

他说，水果价格持续高位运行，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季节性特征，主

要是由于倒春寒天气、部分热带水果
也有所减产等影响。近期随着西瓜、
甜瓜、桃等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
水果市场供给总量充足、品种多样，
价格涨势趋缓，后期有望步入季节性
下行走势。

唐珂表示，全国西瓜批发均
价从 5 月第三周开始连续下跌，
陕西、甘肃等地反映今年苹果主
产区生产总体良好，产量有望明

显 恢 复 ，部 分 地 区 增 产 30% 左
右，预计秋季苹果大量上市后价
格将高位回落。

新麦价格大幅上行可能性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