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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近年来，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点，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为形式的新型消费发展加

快，人民群众生活因此更加多姿多彩。

滑雪场上特殊材料制成的装备，各

景区精彩纷呈的国潮活动及周边产品，

网络平台丰富多样的购买项目……我

们身边的这些新消费现象，您注意到

了吗？

这些新兴市场既体现了科技的力

量，也展现了文化的魅力。科技与文化

相融合，不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消费

体验，还为产业释放出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

纵享文体乐趣

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迟子建

眼中，黑龙江沿岸风情各异，风光无

限。“人们热情淳朴，文化丰富多彩，像

包饺子、缓冻梨、点冰灯、扭秧歌、赏烟

花、住火炕，与鄂伦春人在篝火旁把酒

欢歌……”迟子建说。

这个冬天，“冰城”哈尔滨迎来超级

流量。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哈尔滨

累计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超过59亿元。把冰天雪地转化成

金山银山，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的助推

功不可没。当姿态各异的冰雕、雪景出

现在屏幕前时，人们心中也种下了向

往的种子。线上种草、线下消费。文旅

新玩法成就了哈尔滨的“爆火”。

巍巍雪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上，滑

雪爱好者正在吉林省通化万峰滑雪场

里纵情驰骋。

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滑雪这项

原本的小众运动逐渐走向大众。一位

滑雪爱好者告诉记者，这两年，大家开

始追求更丰富的滑雪体验，消费者从玩

法到装备都在不断进阶。“‘瑞胄’滑雪

头盔是我们的最新成果，它采用锻压碳

纤维一体成型外壳，具有强度高、重量

轻的特点。”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

授刘俊一向记者介绍。

这款头盔外形也颇有讲究。滑雪

运动速度快、风阻大，需要消耗很多体

力才能保持高速前行。“‘瑞胄’滑雪头

盔的形状叫做微流体形，能够降低风的

阻力。”刘俊一说，除此之外，实验室还

研发了其他滑雪装备。

2019年，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了吉林

省冰雪运动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把实

验室搬到运动场、请运动员走进实验室，

通过科技创新解决冰雪装备研发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把这些装备推向市场，

满足滑雪爱好者的需求。”刘俊一说。

提升国潮体验

甘肃省博物馆门口的广场上，游客

们有序排队，等待入馆。门票预约平台

上，几天后的门票早已被约满。

近年来，全国各地“博物馆热”持

续升温。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4 年

春 节 期 间 ，全 国 博 物 馆 共 接 待 观 众

7358.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98.6％。“博

物馆热”是文旅消费中颇具代表性的

亮点之一。如今，到博物馆看展览已

成为越来越多人喜欢的生活方式，公

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激增。一些博物

馆在文创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方面也取

得了亮眼成绩，展现了其在促进文旅

消费方面的潜力。

走进景区，穿汉服免费游园等形式

多样的国风国潮主题文旅活动愈发火

热。“新国风热起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火起来。这些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日益彰显的表现。”全国人

大代表，读者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陈天竺表示，“从那些被追捧的国风、国

潮产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与文化的

交融、传统与当下的碰撞。”

为进一步增强游客体验，越来越多

的景区都建起了 VR（虚拟现实）体验

馆，甚至借助 XR（扩展现实）技术，让游

客随时随地感受“真实”旅游。在湖北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游玩，戴上一套

XR 设备，1∶1 还原的土家村落瞬间出

现在眼前。游客操作手柄漫步其中，实

现了沉浸式游览。这是一项由湖北大

学动画与数字媒体系教授余日季牵头，

与长阳非遗保护中心联合完成的国家

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旨在

打造数字旅游新体验。

面对人工智能发展趋势，读者杂志

社不断创新内容呈现方式与传播手段，

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为让广大文博

爱好者了解敦煌文化、感受莫高精神，

读者杂志社与敦煌研究院在读者官方

微 信 公 众 号 联 合 举 办 了 特 别 直 播 活

动。“没想到《读者》也开了直播！”“《读

者》文化和敦煌艺术结合，很有魅力。”

颇具特色的直播间，吸引逾百万名网友

留言互动。在陈天竺看来，新兴科技手

段正在让文化获得新活力，得到更多人

的关注和喜爱。

激发“云购”潜力

每到周末，宁夏银川 11岁的小学生

马依洛总会准时打开电脑，在一款应用

程序上学习绘画。她很喜欢这样的上课

方式。她告诉记者：“我可以在家用电脑

上绘画课，不用路上来回跑，省时省力。”

在宁夏，闽宁“巧媳妇”通过直播让

扶贫产品月销百万，宁羴源生鲜旗舰店

用抖音将滩羊打造成爆款产品，新业态

正 引 领 并 激 发 着 居 民 线 上 消 费 新 潜

力。未来，读者杂志社也将通过直播等

途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乡村产业

兴旺。

在线教育、网络培训、线上零售……

“云上消费”持续火爆。各行各业积极

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和新需求，一些

地 区 还 对 直 播 电 商 人 才 进 行 专 门 培

训。“科技与文化共同推动了新消费市

场的发展。这些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

消费习惯，使消费更加便捷高效、更具

个性化。”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政治文明研究

所）所长李保平指出。

这种全新的消费风，吹向了更远

方。在线上教室，七八个来自沙特阿拉

伯的大眼睛、高鼻梁孩子，正跟着屏幕

另一端的老师认真学习中文。在他们

的家里，长辈们正在另一间屋中津津有

味地观看阿文版电视剧《山海情》。“近

年来，我们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中华优

秀文化的魅力展现给阿拉伯国家民众，

在拓宽文化传播渠道、增加文化消费的

同时，也提高了传播效率和影响力。”全

国人大代表、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时荣说。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文化的多

元化发展，新消费市场正在不断扩大。”

李保平说，“我相信，未来，这种融合将

更加深入和广泛。”

“科技+文化”塑造新型消费业态

一名教练在四川阿坝州理县鹧鸪山滑雪场教游客滑雪。 新华社记者 王曦摄

近年来，预制菜产业急速扩张。学
校消费人群相对集中、稳定，不少预制
菜企业也把“进校园”作为重要的营销
渠道。

不过，预制菜至今没有国家统一标
准，全链条质量检测无章可循，行业标
准和监管机制缺位。预制菜进校园备
受争议。

因此，在没有有效监管机制、未取
得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对预制菜进校园
应保持审慎、加强监管。

我建议严格执行校园食品安全
法律规定，审慎推进预制菜进校园。
压实食品监管、教育、学校等有关各
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食品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与校园食品政策
规定的有效衔接，切实兜牢校园食品
安全底线。

同时，要建立校园食品安全听证制
度。加快建立教育部门、学校和家长针
对校园食品安全的三方听证制度，把预
制菜纳入校园安全统筹监管，确保学校
食品安全风险可控。

（本报记者 张盖伦整理）

对预制菜进校园加强安全监管

发挥中医药优势，促进健康消费，
是稳增长、扩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有力支撑。但目前中医药大健康产业
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缺乏科学
统一规划；健康消费和健康产业融合发
展水平不高；中医药大健康产品科技含
量较低等。为此，我建议科学规划中医
药大健康产业，强化协同发展。

一是优化中医药健康消费发展环
境，培育中医药健康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推动中医药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
加快儿童健康项目、养老健康项目建设。

二是加强中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
补齐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短板。鼓励企

业提升中医药精深研发加工能力，培育一
批龙头企业，整体提高中医药大健康行业
水平和产业效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三是创新中医药健康消费宣传方
式，促进中医药健康产品“年轻化”。推
动中医药健康大数据在医疗、医药、养生
保健、养老健康等领域的融合应用，加快
建成中医药大健康数字化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张毅力整理）

开拓中医药健康消费新模式

从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可以感受
到，我国旅游消费市场持续旺盛，新消
费趋势涌现，旅游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新引擎。然而，居民集中出游导致
的交通拥堵、旅游地超负荷接待、服务
品质下降等问题不时曝光。长假过后，
多个旅游地恢复冷清，旅游市场季节性
明显，公共资源配置失衡。

从完善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平衡群
众的工作生活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考虑，我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适时修订劳动法中的相关规
定，加大对休假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管力
度。二是加强宣传引导，倡导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健康工作文化。三是完善旅

游产业配套，促进旅游产品创新，鼓励
旅游企业开发适合员工在带薪年休假
时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并为员工提供特
别优惠。四是推动政企合作，开展年假
旅游宣传活动。如政府可通过税收优
惠、资金支持等举措，鼓励企业执行带薪
年休假制度，对带薪休假与旅游消费进
行宣传，提升公众的相关认知和兴趣。

（本报记者 王祝华整理）

多措并举促进旅游业发展

特色农产品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当前，5G、云计算、区块链、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与传统
农业深度融合，为农业经济增长注入强
大动力。

为了更好地在数字经济时代发挥
农村电商的作用，促进农产品销售，我
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育。完
善农村电子商务相关课程体系，鼓励和
支持专业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到农村
开展电商服务，向村民普及电商相关知
识及管理方法，帮助村民建立电商店
铺，让村民学会自主运营。

二是持续完善农村物流、仓储等基础
设施建设。健全物流配送体系，鼓励冷链
物流服务网络向乡村下沉，减少农产品配

送时长及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三是强化电商品牌建设。加大对

特色农产品质量监管的力度，建立完善
的质量标准和检测体系。鼓励企业开
展有机产品、绿色产品等认证，提升农
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四是搭建公益助农电商平台。地方
政府应进一步整合益农信息社、县级融
媒体中心等资源，建立农产品直播基地，
搭建公益助农电商平台，提升直播营销
专业化水平。（本报记者 金凤整理）

用好电商带旺农产品销售
欧阳华 全国人大代表、

江苏省宜兴市西渚镇

白塔村党总支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保障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
民健康促进政策。基于我国悠久的“食
养”文化，以及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健
康理念，通过科研创新发展“功能标识
食品”是一条可行且必要的路径。

“功能标识食品”本着药食同源的
理念，既保留普通食品的形态，又含有
特定的营养或药材成分，可为人体提供
必要的营养支撑。同时，发展“功能标
识食品”能够带动食材、药材的种植和
消费，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另外，也能
推动我国健康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走
出去”。

我建议，在目前已有食品类别的框
架之下，新增“功能标识食品”类。明确

“功能标识食品”相关功能，描述食品所
包含的营养或药材成分，并围绕其相应

的功能予以标识。
黑龙江省黑土地优势突出，食材

和药材资源优质。北纬 47 度被称为
“黄金奶源带”，所产的奶制品植物蛋
白和动物蛋白非常丰富。因此，我建
议在黑龙江省开展试点，打造“功能标
识食品”样板。同时在功能性食材研
究的基础上，通过医疗机构、科研院所
和企业的联合攻关，及时转化相关科
研成果。

（本报记者 李丽云 朱虹整理）

大力发展“功能标识食品”

智能家居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新赛
道，将替代传统家居成为潜力巨大的新
增长点，未来 3—5年有望翻倍增长，进
而带动智能家电、家装等规模近 5万亿
元的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我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广东、浙江
等产业基础较好的地方已经出台了智
能家居的产业规划，但资源投入较为分
散，不利于我国智能家居产业全球竞争
力的构建。

对此，我建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牵头，研究制定国家智能家居产业
3—5年的发展规划，把提升市场渗透率、
培育新场景等作为智能家居产业发展的
战略目标，指导整个智能家居行业加快
发展。消费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当
前，各地各部门不断加强对相关领域消

费场景的探索开发，持续优化消费体验。
智能家居的新场景驱动供需两端

结合成紧密的创新生态，能够催生新产
业和新技术。而目前国内智能家居新
场景的培育，主要依靠市场和龙头企业
力量，针对性支持措施不足。

我建议出台支持智能家居全产业
链的政策体系，整合资源，重点培育居
家康养等新应用场景，全面增强智能家
居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报记者 宋迎迎整理）

培育智能家居新应用场景
周云杰 全国人大代表，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

李孝轩 全国政协委员、

民进中央委员、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司富春 全国人大代表、

河南中医药大学

省重点实验室和

省国际联合实验室主任

冷友斌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飞鹤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 妍 全国人大代表、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副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