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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全国多地线下商圈、景
点人气汇聚，大江南北“烟火气”越来越
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一组线下商圈热度指标，折射消费
“暖意”——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
基于全国主要城市代表性商圈人流量
数据构建的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
长 7%；基于生活服务类电商平台用户
消费订单数据构建的生活服务消费热
度指数同比增长17.7%。

过去一年，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
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大宗消费增
长迅速，文旅等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国家统计局
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 48.79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3.5%。

开年以来，每到晚上，在嘉陵江北
岸的重庆江北区北滨路上聚满大大小

小的摊铺，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
热辣滚烫的火锅。两岸灯火通明，吆喝
声此起彼伏，“烟火气”不断升腾。

在中国，“夜经济”的消费市场有多
大？从一组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商务部发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习惯
调查报告》显示，约 60%的国内居民消
费发生在夜间。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
发布的报告称，我国夜间旅游需求持续
上涨，2024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预
计达到约1.91万亿元。

杭州西湖开放画舫登岛夜游，西安
推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夜演，
上海开设“摩登夜巴士”……文化、商
业、旅游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演出经济、
沉浸式文旅等新“夜”态，成为激发消费
活力的新力量。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和线上
购物迅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实体商业线
下客流受到冲击。压力挑战之下，传统

商圈积极拥抱新业态，在调整求变中焕
发新的生机。

平均每天举办 1场品牌发布等活
动；北京首店或概念店占 85%；建成北
京首个巨型冰屏和空中光影篮球场，
让商场成为新型社交场……瞄准“Z
世代”群体消费需求，北京朝阳区的传
统老百货商场变身 THE BOX潮流新
地标，成为北京首个特色城市活力创
新中心。

数字浪潮奔涌而来，越来越多线
下商圈选择乘“数”而上——杭州湖
滨街道搭建元宇宙消费场景“滨次
元”，打造 24小时不打烊的沉浸式交
互型消费体验；北京西单多家商场

“云”上开店，将辐射范围从“一域”延
伸至全国；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通过智
慧商圈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协同发展
的新商业生态……

“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发展

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扩大
服务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
多项部署。

开年以来，多项扩内需、促消费的
政策持续发力——对个人消费者购买
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 3类数码
产品给予补贴；部署落实《零售业创新
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一店一策”推动
存量商业设施改造提升；“2025全国网
上年货节”启动，联动线上线下举办一
系列配套活动……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加快出台
推进首发经济的政策文件，发展冰雪
经济、银发经济，促进数字消费、绿色
消费、健康消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咏前表示，将把扩消费和惠民生结
合起来，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推出更多务实举措，持续释放消
费潜力。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烟火气”里的大国经济消费潜力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唐诗凝

1月18日，游客在广西南宁2025青秀山新春灯会上自拍。
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迎新年。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张灯结彩迎新年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我
国 60岁及以上人口 31031万人，占全
国人口的 22%，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
加深。

守护夕阳事业，打造朝阳产业。在
近期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记者了解
到，各地从多方面着力，推动银发经济
发展，增进老年人福祉。

聚焦需求
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高养老服务
品质，新建30个社区长者食堂，这是上
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对2025年工作作出
的具体部署。

上海是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
的城市之一，户籍人口中 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占比近四成。在调研了几千
份样本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乐扬
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理事长白莉发现，
近半数受访老人希望更多市场化餐饮
力量投身助餐服务。

“老年人用餐普遍比年轻人早。商
务、民政部门可以鼓励社会餐饮企业与
社区合作，错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既
能更好满足老年人用餐需求，也能带动
相关消费和市场发展。”白莉说。

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多地将养老
服务列为2025年省级民生实事。湖南
提出建设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点500个、
老年人“时光守护”床位 2000张；广东
提出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培训超 5万人
次；山西提出新建改造 50个社区养老

工程、50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太原市南官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是山西省落实民生实事的具体项目之
一，3000平方米的场地每年服务三、四
万人次。山西省政协常委、太原市三
晋大厦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新梅认为，
民生服务的需求正是行业发展的机
遇。养老服务中心可以增加配备康复
辅助等适老化用品，还可以发展租赁
服务试点。

老年助餐、居家助老、养老照护等，
都是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服务项
目。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开放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认为，目前养老
服务专业度和质量还有待提升。以居
家环境适老化改造为例，目前已有的
改造项目个性化不足，建议分门别类
设立基础安全保障、生活功能提升、健
康关怀辅助等多个模块，满足老年人
多样化需求。

扩大供给
让老年人选择更多元

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
连着产业。银发经济不仅包括传统
的“衣食住行用”等实物消费，还包括
医疗保健、护理康复、文化旅游等服
务消费。

从各地政府 2025 年工作安排来
看，扩大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是重点。
广东提出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和推广，加
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黑龙江提出
扩大数字、养老、托育等服务型消费，重

点发展中医康养、智慧养老等银发经
济；上海提出深化智慧养老院等养老科
技场景应用。

“老年用品创新，是扩大供给重要
一环，但目前面临人才短板。”广东省
人大代表、深业健康产业投资运营（深
圳）有限公司福田区负责人黄慧梅建
议，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培
养一批懂养老的研发人才，助力产品
创新。

近年来，智慧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广
受欢迎。依托线上的“幸福汇”养老平
台，太原市晋源区新城社区的近800名
老人，线上下单便能享受上门助餐、护
理、康复理疗等服务。“智慧化、数字化
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重要助力。”山西
省人大代表、太原市幸福汇品牌连锁创
始人李爱玲建议，进一步推进平台建设
和数据共享，实现机构能力与老人需求
精准匹配。

银发经济还催生一批潜力巨大的
新兴产业。“越来越多的银发人群对生
活品质要求更高，追求健康与时尚，抗
衰老产业潜力巨大。”上海市人大代表、
自然堂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建
议，鼓励企业深入银发人群细分市场，
开发抗衰美白类护肤品，打造满足银发
族的高端国货潮牌。

扩大养老产品供给，离不开对产业
的培育与支持。“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
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湖南省
政协委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校
长苏婵建议，规划布局一批银发经济产
业园区，培育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

健全银发经济产业链体系。

完善配套
优化银发经济发展环境

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以来，多地
出台政策营造良好环境，推动银发经济
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提出加大银发经济领域技
能人才培育力度、加强银发经济企业用
工服务保障等；上海专门出台推动银发
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培育拓
展银发消费、加强行业监管……

“支持职业院校开设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订单式培
养技能人才。”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尚志
市委书记张超说。此外，为强化要素保
障，他建议在规划用地、建设审批、税收
减免、资金补贴等方面对养老产业予以
重点倾斜，以降低养老机构建设、运营
成本。

银发经济行稳致远，离不开保险护
航。广东省人大代表、肇庆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潘锐波建议，一方面要扩大长
期护理险的覆盖范围，丰富保障服务内
容；另一方面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关键领
域的保险品种，尤其是推出针对阿尔茨
海默病、帕金森病等特定病症的失能失
智保险产品。

民建广东省委会还建议净化银发
市场环境，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保健品、电信
网络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促银发经济发展，各地将如何发力？
新华社记者 周颖 吴振东 李紫薇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者19
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为了营造喜庆祥
和的春节网络氛围，中央网信办决定即
日起开展为期 1个月的“清朗·2025年
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进一步
聚焦春节期间网民常用的平台环节和
服务类型，集中整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网络生态问题。

据悉，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挑起极端
对立、炮制不实信息、宣扬低俗恶俗、鼓
吹不良文化、违法活动引流、侵害消费
者权益等6方面问题。

其中，炮制不实信息问题方面，重
点整治虚构摆拍家庭伦理、情感纠纷
等矛盾冲突剧情，传递不良价值观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方面，重点
整治在旅游出行、电商购物、外卖订
餐等春节热门服务领域，利用算法对
相同商品实施差异化定价、进行大数
据“杀熟”等。

根据工作要求，专项行动将压实平
台责任，督促重点网站平台成立工作专
班。管住算法推荐，加大对首页首屏、
热搜榜单、热点推荐、PUSH弹窗、信息
流、评论等巡查力度，不得利用算法推
送违法和不良信息，确保重点环节生态
良好。强化处置曝光，严肃查处问题突
出的违法违规网站平台、账号及MCN
机构，及时公布典型案例查处情况和治
理成效，形成有力震慑。

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5年
春节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记者
温竞华 徐鹏航）记者 19日从国家医
保局获悉，2024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省内共济3.71亿人次，共济金额511.54
亿元。

从共济地域看，同一统筹区（通常
是同一个地市）内共济 3.41亿人次，共
济金额451.02亿元；省内跨统筹区共济
3000.62万人次，共济金额60.52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用381.40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
店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 19.22亿元，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101.16亿元。

截至 2024年 12月，全国所有省份
已将职工医保共济亲属的范围扩大至
近亲属。

2024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省内共济3.71亿人次

新华社广州 1月 19日电 （记者
王浩明）珠海拱北口岸18日迎来出入
境客流超 43万人次，五年来首次突破
40万大关，这是记者 19日从珠海出入
境边防检查总站拱北边检站了解到的。

拱北边检站副站长胡红雨介绍，
2025年以来，拱北口岸的客流始终保
持在高位运行，截至 18日，1月日均客
流近 36万人次，较 2024年同期增长超
过 20%，预计拱北口岸客流高峰将持
续至 2月中旬，单日通关量有望再创
新高。

据介绍，作为连接粤澳两地的特大
型民生口岸，拱北口岸因其便利的交通
条件和便捷的通关环境，成为粤澳两地
居民来往通行的首选通道。尤其是节
假日及周末，以跨境旅游、购物为目的
的内地居民，以返乡探亲、采买生活用
品为目的的澳门居民成为拱北口岸来

往通行的主要群体。
据拱北边检站统计，“一周一行”

“一签多行”政策实施以来，该站累计查
验持此类签注通关人员超 5万人次，

“免出示证件”通道启用2个月来，经该
通道来往的粤港澳三地“常旅客”近
400万人次。

为了应对通关客流的爆发式增长，
拱北边检站18日启动极端客流应对预
案，与多家联检单位协调，先后三次开
放出入境2号旅检大厅，同时与澳门警
方实现数据互通、验放同步，切实保障
口岸限定区域安全、稳定、顺畅。

据介绍，为保障粤澳两地居民春运
的顺畅通行，拱北边检站运用大数据
手段，提前分析研判春运客流情况，针
对性制定了应对举措，确保在出入境
人员大进大出的环境下，实现快进快
出的目标。

拱北口岸单日通关客流创五年新高

新华社重庆 1月 19日电 （记者
周思宇 周闻韬）记者从正在召开的重
庆市两会上获悉，重庆已建成 3500余
个“无废城市细胞”，2024年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较2020年下降14%。

“无废城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
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
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
模式。“无废城市细胞”作为“无废城市”
建设的基本组成单元，涵盖“无废医院”

“无废工厂”“无废社区”等多个领域。
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之一，近年来，重庆建成一批“无废城
市细胞”，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同时，联合四川率先开展跨省域“无废
城市”共建，两地首创的危险废物跨省
转移“白名单”机制已在全国推广。

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4
年重庆开展水、大气、建筑垃圾等专项
治理，投用电力行业固废循环利用中
心，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16个、绿色工
厂170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8家。

重庆市提出，2025年将建设全域
“无废城市”，发布无废指数，推进垃圾
分类治理，强化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深
化锰污染整治。同时加快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推进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节
能降碳改造升级工程，健全废旧资源回
收再利用体系，构建绿色制造、绿色服
务和转型金融体系。

重庆建成3500余个“无废城市细胞”

1月19日上午，在北京什刹海冰场，小朋友和家长一起体验冰上运动。
当日上午北京天气晴好，许多游客来到什刹海冰场体验冰车、冰上自行车等

运动游乐项目，乐享冰趣。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周末乐享什刹海冰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