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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中小额消费，提升购买频次

“现在来广州，过境免签时长有

240 小时，非常方便。”随着“中国游”

持续火热，“五一”假期前夕，来自巴基

斯坦的旅客阿齐姆和朋友一起到广东

广州游玩，打卡了广州塔等热门景点。

旅游之余，阿齐姆和朋友又到天

河路商圈购物。“没想到买一双鞋也能

退税，在店里就能拿到退税款。”在某

中 国 品 牌 鞋 店 ，阿 齐 姆 看 中 了 一 款

300 多元的球鞋，当即付款。在店内

工作人员指引下，他点击应用程序上

传护照信息，绑定信用卡，上传退税单

和发票，不一会儿卡里就收到了 30多

元的退税款。

目 前 ，广 州 共 有 离 境 退 税 商 店

365家，其中，“即买即退”商店已扩围

至 67 家。据统计，“五一”假期，广州

开出的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申请单

同比增长 125%。

“起退点从 500 元降至 200 元，激

励境外旅客购买单价较低的商品，如

特产、文创产品、纪念品等，有助于扩

大离境退税覆盖的消费场景，促进小

额消费、提升购买频次。”西南政法大

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婷婷说，与此

同时，将现金退税限额上调至 2万元，

意味着旅客有了更多的流动资金来购

买商品，结合移动支付、银行卡等灵活

的支付方式，提升游客购物体验。

今年 4月初，国家税务总局将“即

买即退”服务举措推广至全国。“退税

门槛降低能够刺激中小额消费，叠加

‘即买即退’缩短资金占用周期，有望

形成‘消费—退税—再消费’的闭环，

有效促进二次消费，为境外旅客带来

更多实惠。”王婷婷说，优化离境退税

政策是落实国家促进入境消费、提振

经济的重要举措，能够切实解决入境

旅客反映的堵点卡点问题，并与 240
小时过境免签、跨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形成组合拳，有利于实现

“旅游热”到“消费热”的转化。

国货潮品出圈，电子产品受青睐

“重庆单轨列车穿楼而过的视频很火，太奇妙了。”正在重庆旅

游的菲律宾摄影爱好者黄珍欣说，她计划后续再来中国，去更多地

方看看。

重庆的魅力让境外旅客惊叹，“城市礼物”“必购必带”同样诚

意满满。

在重百商社电器解放碑商场店，黄珍欣选购了一款华为手机，

“我一直很喜欢数码产品，中国生产的电子产品质量好，在菲律宾

很受欢迎。”

在重庆星光 68广场，来自俄罗斯的旅客博格达诺夫·维克托

也满载而归，“茶叶、丝绸、手袋，我选中的几款商品都很有中国特

色，设计精美，买回去送给家人。”

从茶叶、丝绸、服饰等中国特色商品，到智能手表、相机、手机

等电子产品，吸引境外旅客购买的商品种类更加丰富，不仅促进入

境消费增长，也有利于推动更多国货潮品走向国际市场。

作为广东深圳首批离境退税商店之一，顺电万象城店深受境

外旅客青睐。“今年前 4月，我们店里的退税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500%。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让境外旅客获得感满满。”店

长王雅丽说。

前不久，深圳发布第九批离境退税商店名单，小米之家、顺电

等 72家商店入选，涵盖电子消费类产品、时尚服饰、家居产品等多

种品类。数据显示，在深圳，2024 年本土品牌离境退税销售额同

比增长 30.45%。一季度，深圳离境退税税额同比增长近 150%，已

达去年全年的 40%。

“从‘国人出国购物’到‘外国旅客搬国货’，中国品牌竞争力在

不断提升。”王婷婷说，大力新增“老字号”、非遗、特色文创产品及

精品国货品牌，既能满足境外旅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体

验需求，又可推广高端国货，提升国货在全球消费市场的竞争力，

促进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升级。

提高开单速度，简化操作流程

“退税真快！”在四川成都春熙路百盛商场某店铺里，一名来自

新加坡的旅客购买了一件 200多元的防晒衣。

“顾客付款完成，我们开出增值税发票。接着登录离境退税信

息系统，购物发票信息会被自动带入，不需要再人工输入；核实信

息后，就能打印离境退税申请单了。离境退税管理系统优化升级，

给我们商家也带来了便利。”百盛商城某品牌店店长肖春美说。

“即买即退”让境外旅客在购物环节就能拿到退税款；离境退

税管理系统的优化完善，提高了开单速度，缩短了旅客的等待时

间。如今，从支付、开单到退税、核验，离境退税更便利体现在方方

面面。

据悉，中国银联目前共提供 3种离境退税模式，分别为用户提

供银联卡、云闪付 APP和自助填写卡号退税。这些模式已覆盖机

场港口退税和市区即买即退两类场景。银联退税支持直接退到境

外银联卡，最快可实时入账。同时，还加快推动多个境外银联合作

钱包支持扫码办理退税，简化用户退税操作流程。

近日，深圳试点实施离境退税“一单一包”便利化模式，即一张

退税申请单对应一个商品密封包。在购物消费环节，商店使用标

准密封袋打包，并与退税申请单一一对应；在口岸出境环节，海关

查验密封袋完整性后，依规验放。“之前办理离境退税时，每件商品

工作人员都要仔细查看，碰到客流高峰或购物较多时，等候时间会

很长。现在只要确认密封袋完好，就能快速通过，更便捷了。”中国

香港旅客陈先生表示。

王婷婷建议，在推广“即买即退”服务的同时，要继续加力在大

型商圈、景区等地设置集中退付点，提升旅客退税体验；加强退税

设施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升级，通过区块链、大模型等技术实现发票

信息自动获取与核验，推动开单、退税、支付全流程的数字化升级，

进一步提高退税的便捷性。

“云手这个动作，要注意重心的虚实转换、气息的升降

开合，仿佛春蚕吐丝、连绵不断。”世界武术锦标赛男子太

极拳冠军、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柴云龙一边仔细讲

解，一边示范动作。学生们跟着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

近年来，太极拳课越发受到学生们的喜爱，每学期选

课时都很抢手。“练习太极拳，不仅可以帮助年轻人强身

健体，还有利于调节情绪，发挥静心、养心的功效。”柴云

龙说。

得益于扎实的功底和多年习武心得，柴云龙的课深

入浅出、生动有趣。

“上了柴老师的课之后，才明白太极拳中有这么多奥

秘。”外国语学院本科生苏煜说，“比如‘握手擒拿’这个看

似简单的动作，柴老师教我们通过上步、扣手和转身来摆

脱对方，有礼有节有力。”

上课时，柴云龙还带着学生做养生保健操、传授实用

的防身技能，“通过太极拳课程，学生们学会了动作技巧、

运动损伤康复及预防知识，掌握了养生保健方法、防身擒

拿能力，相信这些本事会让大家终身受益。”

练了一段时间，太极拳已成为苏煜和朋友们的首选

运动项目。苏煜的室友每天早晨去打太极拳，一身红色

的训练服格外引人注目，同学们送给他“辣椒派太极掌门

人”的绰号，不少同学被他吸引，跟着一起练习。

操场上、公园里，打太极拳已不是银发族的专属，年

轻人加入其中，青春活力满满。在北大校园，太极拳必修

课、体验课和国际暑期课等课程不少，太极拳社团、赛事、

体育文化节等活动也日益丰富。

“掤捋挤按间，自有天地宽。”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王嘉航在 4年前曾上过太极拳课，至今仍觉得受用良多，

“太极拳既是‘以武化人’的锻炼方式，也是‘以文化人’的

精神浸润，它传递着‘中和’‘以柔克刚’等理念。”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指出，“普及科学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法，推动全民健

身生活化”“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民俗民

间传统运动项目”。

如今，不少传统健身项目走进大中小学校

园，越来越多人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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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境

外旅客入境消费旺盛，离境退税

备受好评。“五一”假期，银联、网

联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

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244.86%、128.04%。

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

举措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扩大入境消费，让境外旅客有更

多好店逛、更多好物买，办理退

税更方便。离境退税新政已在

多地落地，境外旅客消费热情被

进一步点燃。 ——编者

传统健身渐成青年“新宠”

▶姜西在户外练习八段锦。 受访者供图
▼苏煜（左）和同学在学校操场练习太极拳。

梁天昊 摄

从八段锦教学视频的高点击率，到太极拳成为大学

生的抢手课，原本更受中老年群体青睐的中华传统体育

项目，在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丰富了人们的健身方式。

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传统健身在一招一式、一呼一

吸间传承，并焕发新的生机。

——编者

格子间里，八段锦的起势赶

走午后困倦；大学操场上，太极

拳的云手起落从容；手机镜头

前，五禽戏的形意流转生辉……

传统印象中的老年活动，

为何渐成年轻人“新宠”？

这是传统运动与现代生活的相逢。

一方面，与专业化、场景化的现代健身不

同，零器械、低门槛的传统健身，让年轻人

随时随地舒筋通络成为可能。另一方面，

当 Z世代把八段锦拍出电影质感，将太极

拳融入街舞动作，一项项传统运动项目以

崭新面貌拨动年轻的心。

这也是一场身体与心灵的对话。一

张一弛中，体悟动静结合的养生智慧；一

吐一纳间，洞见以柔克刚的哲学思辨……

恰似古琴新弹，古老文化奏出

青春旋律。从强身健体到修心

养性，再到创新表达，传统健身

在年轻群体中的火热“破圈”，

更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当代价值，流淌绵长文脉的气

韵悠远。

从更广的历史维度眺望，传统又何尝

拒绝过变化？它总与一代代年轻人相伴，

在变动不居中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亦如古

树新花，岁岁年年，常开常新。

从清晨的机场到寂静的森林，从城市出租屋到雪山

脚下，一个人、一首轻快的音乐、一身舒适的装扮，随时

随地练起八段锦……打开 90 后女生姜西的社交媒体账

号，松弛感扑面而来。她在社交平台分享练习八段锦的

视频、记录日常生活，如今已经是第三年。

姜西的“师父”是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

院的哥哥姜南。3年前，在哥哥的指导下，姜西开始练习

八段锦。“最初在社交平台发布‘打卡’视频只是为了督

促自己坚持练习，没想到越来越多‘锦友’跟着我练了起

来。”从事服装设计的姜西凭借简约舒适的穿搭风格和

清新自然的特色视频，吸引了几万名粉丝关注。

“手臂贴住耳侧，身形要挺拔，吸气吸满，吐气时手

臂缓慢下落……”姜南告诉记者，兄妹俩共同录制了动

作教程，帮助跟练的网友们提升动作完成度。他们建

议，先把动作练会，做到身心舒展很重要。

一直以来，有着 800 多年历史的八段锦很受银发族

青睐。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涌向”八段锦、五

禽戏等传统健身项目。在网络平台 B 站上，国家体育总

局发布的八段锦练习片段播放量超千万次，弹幕多达上

万条；“办公室五分钟八段锦”等成为年轻人关注的热门

话题，练习者互称“锦友”……

姜西的视频下，一名粉丝留言：“老祖宗的功最懂年

轻人的痛。”

“八段锦不挑场地、简单易学，极具‘性价比’，因而

成了年轻人的健身‘新宠’。这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

一种专注自我、颐养性情的生活方式。”姜西说。

姜西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练习八段锦时，

注意力集中到自身。两年多的练习，让我在生活

中越来越专注、沉静，更加脚踏实地。”她认为，

练习八段锦是一场身心的和谐之旅。

办公室打一段八段锦
□ 人民日报记者 闫伊乔

太极拳课很抢手
□ 人民日报记者 孙龙飞

八段锦中的“八段”指八组动作，“锦”
则比拟其动作如锦缎般优美流畅。通过
调节呼吸、运动身体，帮助练习者调和气
血、强身健体。

太极拳是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
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饱含东方哲
思。习练太极拳能起到养身、养心、养气
的功效。

云手拨动年轻的心

□ 陈世涵

近年来，河北省卢龙县引导农民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规模化发展果蔬等特色农业，助推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①②为 5月 11日，河北省卢龙县卢龙镇一家生态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田间管护贝贝南瓜秧。

图③为 5月 11日，河北省卢龙县印庄镇农民在大棚内采摘吊蔓西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发展特色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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