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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提振消

费”。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提

振消费有关工作，提出“支持新型消费加快

发 展 ”“ 持 续 打 造 消 费 新 产 品 新 场 景 新 热

点”。

今年以来，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开局。在

春节假期等因素带动下，市场人气足、销售

旺，新型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丰富消费市场选

择，带动形成亮眼的新增长点。

一问：消费体验如何刷新？
打破业态界限，推动跨界融合，创

造全新的消费场景和模式

“真没想到，逛街还能看到一场精彩的展

演。”2月 6日，上海市普陀区环球港举办的三

星堆沉浸式光影艺术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人们近距离了解三星堆文化的珍贵艺

术品，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感受古蜀文

明。

文旅商体展联动提升了商场的人气。“以

前逛街主要是购物，哪里能买到东西就去哪

里；现在更多是休闲，哪里好玩才去哪里。”消

费者李佳说。数据显示，春节假期（1月 28日

—2月 4日），环球港营业额同比增长超 15%。

“业态融合发展形成的新供给，是当前

新型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商务部研究院

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说。基于新

技术、新业态形成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

被统称为新型消费。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

和需求的个性化、多样化，跨界融合打破了

传统业态之间的界限，通过不同产业、不同

领域的相互融合，创造出全新的消费场景和

模式，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丰富、便捷和个性

化的体验。

文化正成为人们消费决策中的重要因

素，文化、旅游与商业的融合，是业态融合类

新型消费的典型代表。

在 陕 西 西 安 长 安 十 二 时 辰 主 题 街 区 ，

一系列新场景、新演艺，用传统文化与科技

交融的沉浸式体验为游客们带来别出心裁

的感受。一张纸幕，在高亢嘹亮的华阴老

腔声中，演绎《卖年货》的欢乐故事；葫芦烙

画、扎染等非遗代表性项目体验让游客在

欢乐祥和的新春氛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从休闲到旅游再到购物，人们对于传统

文化的关注和需求不断高涨。戏曲、曲艺等

传统节目热了起来，打卡博物馆成为很多游

客的热门选择。得物 APP 数据显示，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消费者更加喜欢购买融合传统文

化元素的商品，释放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

对“中国式审美”的自信；“新中式穿搭图鉴”

“蛇年新品抢先发售”等成为消费者讨论的热

门话题。

线上线下业态的融合，已经融入消费者

日常生活场景。在河南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

新集村“忆姥家”农产品坊内，全自动包装机

正在对冷却后的柴火炒花生进行称重、包装，

主播正通过直播向消费者推荐平桥农特产

品。“我们入驻电商平台后，直播间日销量很

快从 500单攀升到近万单。”“忆姥家”农产品

坊负责人李玉龙说，通过手机直播，小乡村融

入了大产业、对接上大市场。平桥区各乡镇

建成 28 处乡镇助农直播站、63 处村级直播

间，平均每月直播 2000余场。

多产业融合的新型消费模式也在不断涌

现。比如，住宿、餐饮、健康、休闲娱乐等多产

业的深度融合，让消费体验更加丰富。“客人

不单单是住宿，而是更加关注居住过程中的

丰富体验。”云南大理五柳归园民宿负责人

说。春节期间，五柳归园民宿增加了彝族和

白族的非遗主题新年活动，场场爆满。广州

古荔园民宿为客人提供剪纸福字、广府传统

小吃银针粉制作、非遗满洲窗特色杯垫制作

等体验，受到客人好评。途家数据显示，特色

民俗和非遗体验成为消费预订关注的重点，

春节期间“民俗”“非遗”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

增长 4.2倍。

二问：传统消费如何焕新？
注重个性化、时尚化、互动化、便

捷化，增强青年人群体消费黏性

“这款新能源车价格实惠，车内空间大，

智能又时尚，便于一家人绿色出行，我很喜

欢。”一番体验下，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新建

镇古溪村村民王建预订了一台蓝电 E5 PLUS
汽车。

近日，浙江丽水鸿顺蓝电汽车用户中心

工作人员走进古溪村，为社区居民详细讲解

新能源车型工作原理、环保优势，让居民体

验了新能源汽车在智能网联等方面的优势

和便捷性，并为感兴趣的居民提供试乘试驾

服务体验。蓝电汽车有关负责人说，将继续

积极响应新能源汽车下乡，向广大用户提供

更优质周到的服务，提升居民绿色安全出行

水平。

“随着消费市场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和

价值取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洪勇说，当前

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

能，而是更加注重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情感满

足以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在需求

带动下，传统消费领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新一代青年群体正成为新型消费的主要

力量，青年群体的消费偏好和结构对消费市

场的影响持续加大。他们更加注重个性化、

时尚化、互动化、便捷化的消费新体验。在江

苏淮安市清江浦区华信 MALL购物中心的一

家潮玩店，哪吒系列盲盒上架一天半就销售

一空。华信 MALL 商业负责人徐宏伟说，当

代青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需求已经从满足功

能性需要向满足情绪性需要转变。为此，商

场发力首店经济，引入了大量餐饮、服装、潮

玩等，打造了二次元街区，增强了青年人的消

费黏性。

健康消费更受关注，健康消费市场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健康管理、养生保健

到康复疗养、休闲旅居等，健康消费的领域

不断拓展。比如，一些企业推出的智能健康

监测设备，如智能手环、智能体脂秤等，成为

市场上的热门产品，消费者通过这些设备实

时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为健康生活提供支

持。

“我们推出的桂圆枸杞红枣茶和人参五

宝茶很受欢迎，网上下单量很大。”拼多多某

花草茶品牌店铺负责人井雪杰说。1993年出

生的井雪杰敏锐捕捉到消费者对健康茶饮的

需求，在电商平台上主推花茶系列产品。开

店第一年，井雪杰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工厂，随

后又陆续开出了第二、第三座工厂，如今在拼

多多的年销售额突破 5000万元。

过去 5 年，亳州的花草茶企业、商家从

数百家增至 5000 家，从业人数更是增长了

30 多倍达到 8 万人，花草茶的产业规模也

攀升至 100 亿，从初级农产品的组合加工，

迈 向 了 以 技 术 驱 动 为 主 的 产 业 发 展 新 阶

段。

三问：供给体系如何创新？
用好科技关键驱动力，推动消费

场景、消费方式和消费体验全面升级

“用手机就可以开关灯，再也不用担心出

门忘关灯了。”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消费者蔡

丽为新房购买了全套智能灯具。通过手机应

用程序连接网络，添加对应的灯具后，不仅可

以远程开关灯，还能根据生活中不同的场景，

调节灯光的色温。

不 仅 是 灯 具 ，蔡 丽 家 里 的 智 能 家 电 可

真不少。门锁、洗衣机、电视、空调、扫地机

器人、窗帘，都实现了手机远程控制。“智能

家 电 给 生 活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方 便 。”蔡 丽

说。

随着 90 后、00 后成为消费主力，各类智

能化家电和家居产品市场蓬勃发展。商务部

数据显示，节日期间，绿色智能家电、手机、平

板等商品热销。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电、通

信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

去年以来开展的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力

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创新和销售。商务部市场

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负责人介绍，家电以旧换

新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超过 90%，带

动高能效等级和智能家电零售额连续 4个月

超两位数增长；家装厨卫以旧换新中，智能坐

便器、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等智能家居产品

换新近 1000 万件。总体看，高技术、高能效

产品备受青睐，带动相关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转型。

技术创新是新型消费发展的关键驱动

力，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为新型消费带

来了更多可能性，推动消费场景、消费方式和

消费体验的全面升级。

浙江嘉兴乌镇景区引入人形机器人，游

客纷纷与机器人“握手”、合影留念，感受科技

年味。数字技术不仅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

活力，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和有趣的

文化消费体验。

据大众点评数据，元宵节相关展览、节庆

演出活动较 2024 年增长超 75%。结合全息

投影、3D 裸眼、声光电现代科技手段的户外

沉浸式灯会展、非遗文化活动等内容成为今

年亮点，相关笔记攻略数同比增长 1104%，笔

记浏览量增长 309%。

在大众点评笔记攻略里，济南趵突泉边

会眨眼的“夏雨荷”吸引市民关注；北京温榆

河公园千灯夜展览，采用全息投影技术，打造

裸眼 3D 体验，从神话仙境到未来宇宙，让游

客可通过触摸、声音等方式和灯光互动；北京

同庆街以“数字街区+民俗文化”为特色，通过

科技手段重塑传统庙会场景，用 LED 互动屏

“祈福墙”“AI定制年礼”等互动型消费赋能传

统年俗，打造古今交融“数字年味街”。

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

回升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商务部将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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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持续打造新产品新场景新热点，推动新型消费加快发展

三问新型消费
□ 人民日报记者 王珂 齐志明

■ 消费视窗

图①：安徽淮北市濉溪县古城，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介绍剪纸技艺。

王文 摄（人民视觉）
图②：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的天洋电器有限公司（文化路店），市民正在挑选数码产品。

曹建雄 摄（人民视觉）

2月 18日将迎来二十四节

气中的雨水节气。随着雨水节

气的到来，天气渐暖，降水增

多，湿气也逐渐加重。这一时

期如何保持身体健康？17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以“时令节气

与健康”为主题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雨水节气健脾祛湿，中医
养生有妙招

湿气加重，容易导致食欲

下降等症状。北京中医医院

主任医师汪红兵指出，这一时

期的健康保健重在健脾祛湿，

尤其南方地区更需注意。饮

食上应遵循“多甘少酸”原则，

少吃山楂、乌梅等酸味食物，

多吃大枣、山药等具有甘甜味

的食物。同时，要注意少吃生

冷、油腻、高糖等容易加重湿

气的食物。

为帮助公众更好健脾祛

湿，汪红兵推荐了几款药食同

源的食材。其中，薏米可以与

赤小豆搭配煮水饮用，也可做

成 薏 米 红 豆 粥 、薏 米 冬 瓜 汤

等。山药则可以做成山药排

骨汤、山药小米粥、白扁豆山

药粥等。此外，适当吃些辛温

的食物，如韭菜、香椿、葱等，

也有利于增强消化功能。

“祛湿并非人人适宜。不

同人的体质各有差异，湿邪也

分为不同证型。”汪红兵说，例

如，湿热体质的人需要清热祛

湿，寒湿体质的人则需要温中

散寒祛湿。阴虚体质和血虚

体质的人盲目祛湿可能会进

一步伤阴或耗伤气血，因此应

慎用祛湿方法。

春季消化道疾病高发，预
防与治疗并重

春季是消化道疾病的高

发期，尤其是腹泻、呕吐等症

状比较常见。北京协和医院

主任医师李景南表示，预防这

些疾病，应从日常的卫生习惯

做起。餐前便后要认真洗手，

食物要彻底烹熟，生食蔬果要

清洗干净。冰箱储存的食物

应加热后再食用，避免进食过

夜食物。同时，家长要培养孩

子养成良好的手卫生习惯，注

意避免交叉感染。

在出现轻度恶心、呕吐、

腹泻等症状时，李景南建议，

可先多喝水、清淡饮食，必要

时 可 服 用 相 关 药 物 控 制 症

状。但如果症状持续或加重，

尤其是出现发热、腹痛等，应

及时去医院就诊。

针对“饭后百步走，能活

九十九”“饭后喝茶助消化”

“洗肠可以排毒”等说法，李景

南表示，饭后适当散步可以改

善消化功能，但饭后剧烈运动

会影响肠道功能，加重肠道负

担，导致消化不良。饭后喝茶

虽然可以促进食物的消化，但

长期大量饮用浓茶可能导致

肠胃不适。对于不需要肠道

清洁的健康人来说，过度洗肠

一方面会破坏肠道微生态的

正常菌群，另一方面大量水的

机械性刺激会损伤肠道黏膜，

不利于健康。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呈下
降趋势，专家提醒仍需警惕

近期，有媒体报道称有些

国家和地区流感病毒仍处高

位流行。对此，中国疾控中心

研究员彭质斌表示，当前我国

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继续呈下

降趋势。其中，流感病毒是导

致近期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

主要病原体，但流行强度总体

呈下降趋势。南北方省份流

感活动水平存在差异，第 6 周

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

监测结果提示，南方流感活动

水平高于北方。

彭质斌表示，流感疫苗在

整个流行季节能提供一定的

保护作用，还没有接种流感疫

苗的人群仍然可以接种。

在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彭质斌建议加强环境清洁和

通风换气工作，促进室内空气

流 通 。 此 外 ，要 加 强 健 康 监

测，提倡学生、教职员工坚持

不带病上课或上岗。

新华社记者 李恒 董瑞丰

专家解读春季养生与疾病预防

图①为 2月 18日，在广西兴业县，两名村民扛着

农具下田劳作。

图②为 2 月 18 日，在广西兴业县一家水稻育秧

工厂，工作人员查看秧苗的生长情况。

雨水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积极进行春耕备

耕。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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