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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思琪 白田田 王 丰

冰雪经济火遍南北，冬日消费“热
辣滚烫”；从“风景”到“场景”，传统业态

“炫酷”升级；“China Travel（中国游）”
持续火热，跨境消费成新亮点……新
年临近，记者在哈尔滨、长沙、深圳等地
采访了解到，一系列新产品、新玩法、新
业态，助推跨年迎新消费蓬勃生长。

冰雪消费“热辣滚烫”

元旦临近，距哈尔滨市区东南部
约 200公里，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一片火热。尽管气温降至零下十几摄
氏度，从五岁孩童到七旬老人，大批
滑雪“发烧友”计划在雪道上迎接新
的一年。

“‘尔滨热’溢出效应明显，近期
来滑雪的游客明显增多。每天上、下
午，我各带一组学员。”“85后”滑雪教
练周金龙说，一节私教课价格在七八
百元，不但自己收入增加，也让更多
游客亲近冰雪。

“中国雪乡”景区位于黑龙江省
大海林林业局辖区内，是冬季热门旅
游目的地。记者到访时，“雪乡第一
家”民宿经理徐淑娟正忙着整理房
间。东北土布装扮着大炕，大红灯笼
点缀着雪白“蘑菇房”，冰糖葫芦、冻
梨、冻柿子、烤红薯……各色小吃摆
满门外的货摊。

“10多年前，这里入住率还不到
一半，而现在20间客房、50个床位都
需要提前预订，元旦、春节的订单早

就排满了。”徐淑娟说，民宿每年有几
十万元的收入。

寒冬时节，南方“冰雪经济”也日
益火热，冰雪运动成为跨年新选择。

“在北纬 22度、几乎不飘雪的华
南地区，室内滑雪场深受年轻人欢
迎。”深圳卡鲁冰雪世界营销策划部
经理何洁说，年轻人喜欢下班后滑夜
场，每到下午6点半迎来客流高峰。

广东省冰雪运动协会统计数据
显示，目前广东有室内冰雪运动场馆
20多家，冰雪运动参与人数过千万，
推动了冰雪装备市场的扩大。“2023
年我们滑雪运动装备的销售额实现
两倍以上的增长，预计 2024年继续
火爆。”迪卡侬深圳区域总经理弭希
方说。

湖南湘江新区的“欢乐雪域”是
一座建在矿坑内的冰雪乐园。元旦期
间，这里将打造冰雪主题嘉年华，游
客可与前来“做客”的南极企鹅和北
极雪狐近距离互动，感受冰上碰碰
车、冰滑道等“东北同款”玩雪乐趣。

科技赋能传统业态
“酷炫”升级

沉浸式国风音乐会、国潮千灯
会、跨年烟花秀……元旦前后，“网
红”城市长沙推出 53项主题文旅活
动，覆盖文博展览、文艺演出、潮玩跨
年、非遗体验等领域，贴合年轻人热
爱传统文化又追求潮流时尚的趋势。

酷炫光影秀、身高两米的“悟空机
甲”、结合传统乐器和电子音乐的国风

乐队……在有着百年历史的长沙天心
阁景区，当游客漫步古老城墙边和古
朴阁楼里时，将体验穿越之感。

2024年底，多个大型购物中心在
长沙密集开业，纷纷在差异化上做文
章。首店、新品、特色活动吸引一大波
客流，年轻人争相“打卡”。“现在的消
费者不仅要买得便宜，还要玩得开
心。”长沙观沙岭招商花园城企划推
广部负责人杨灵江说，商场推出团
券、互动抽奖等优惠促销活动，针对
家庭设计“合家欢”元素，让购物更有

“氛围感”。
“尔滨”冰雪游火爆出圈，当地招

商引资助力“解锁”更多新玩法。在哈
尔滨冰雪大世界室内场馆，全景奇幻
舞台秀《王的战车》，演绎千年前女真
部落的生活风貌；冰雪文旅元宇宙产
品《冰龙寻珠·全感VR》，游客佩戴VR
眼镜，便可“打卡”冰雪奇境……

跨年夜，深圳景点“世界之窗”将
举行“闪光迎新季”冬季特别节庆活
动。“WoW迎新音乐会+浪漫气球雨+
男团+烟花+无人机”的活动配置，融
入创意联名元素，打造一场跨年视听
盛宴，提升游客沉浸体验感。

“China Travel”点燃
跨境消费

12月 17日，过境免签外国人在
境内停留时间由原 72小时和 144小
时均延长为240小时（10天），新增21
个口岸为过境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
这为持续整个夏天的“China Travel”

再添新活力。
我国东北地区的冷与东南亚地区

的热，形成鲜明对比，吸引外国游客
“一路北上”。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
座用冰复刻的“大皇宫”高21.5米，受
到游客欢迎。“‘冰皇宫’晶莹剔透，灯
光下流光溢彩，太梦幻了！”泰国游客
金金说。

随着交通基础设施、跨境支付手
段、通关模式不断优化，粤港澳大湾
区跨境消费热潮持续升温。除了港澳
居民，前来旅游、参加展会的外国旅
客大幅增加。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2024年以
来，深圳单日出入境人数 10次创全
面恢复通关以来新高，累计查验出入
境人员2.3亿人次。“‘通关流量’助力

‘经济增量’，口岸中外旅客的增加让
商铺的整体收入有了很大提升。”深
圳市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
罗湖分公司总经理李德祥说。

有 30年历史的深圳罗湖商业城，
连日来人声鼎沸、一派繁忙景象。在一
家烧腊熟食店前，来自香港的李女士
说：“这边的烧腊又便宜又好吃，经常过
来买。我们看牙、配眼镜，都有优惠。”

“如今的消费增长，不仅要挖掘
资源存量，还得打造更多增量。”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随着互联
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加速
应用，我国消费市场正向智能化、绿
色化、品质化转型升级，不断满足大
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激发更多新
潜力，创造更多新空间。

（新华社哈尔滨12月30日电）

跨年迎新，消费市场有何新看点？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记者
高 蕾）我国将在2025年制定低收入人
口认定办法、低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办法，持续健全社会救助体系。这是记者
30日从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除了完善制度规定外，民政部还
将全面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
困难家庭认定工作，同时建立健全民

政部门统一认定监测低收入人口、各
职能部门协同救助帮扶的体制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正在由单一
物质救助向“物质+服务”综合救助
模式转变。2025年，民政部将研究制
定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政策措施，
推动完善低收入人口就业救助、产业
帮扶等发展型政策举措。

我国将制定
低收入人口认定办法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2025
年新年戏曲晚会 30日晚在国家大剧
院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
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
希、韩正等，同首都各界群众一起观
看演出，喜迎新年的到来。

夜色中的国家大剧院华灯璀璨，
剧场内气氛热烈。19时45分许，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晚会现场，同
前来观看演出的戏曲界艺术家代表亲

切握手、互致问候，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弦歌琴韵迎新岁，古调新腔唱华

章。欢乐喜庆的器乐演奏《百花满园迎
新春》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京剧流
派展示》以行云流水、争奇斗艳的联
唱，体现了京剧艺术的枝繁叶茂。京剧
《秦香莲》、昆曲《西厢记》、评剧《刘巧
儿》、黄梅戏《天仙配》等选段各具韵
味，带领观众从经典故事中感受优秀
传统艺术的底蕴魅力。京剧《沙家浜·

智斗》和《杨门女将》选段生动彰显了
英雄人物的家国情怀。京剧《皿方罍·
再无别离》、《山花烂漫——民族地区
戏曲选段》以古老剧种演绎现代题材，
表现出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多彩的民族
风情。京昆少儿表演一招一式有板有
眼，展现了戏曲艺术传承后继有人的
喜人景象。昂扬澎湃的戏歌《春秋的回
响》将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唱出广大
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引领，努力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使命追求。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赢得
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

整场晚会，不同剧种异彩纷呈，
经典剧目与新创佳作各具特色，展示
了中华戏曲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唱
响同心逐梦的奋进凯歌。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田晓航

“请伸出舌头，舌尖向下……”根据
提示拍张舌象照片，就能快速获得体质
等健康数据。这样的场景，已屡见不鲜。

四诊仪望闻问切、智能诊断系统辅
助开方、热敏灸机器人施灸治疗……回
望2024年，科技的加持让传承数千年的
中医药变得新潮，更加丰富的中医智慧
诊疗手段给看病求医带来全新体验。

戴上“腕带”，机器人就能快速破
解“体质密码”；将手放在诊脉设备
上，详细的健康报告几秒出炉……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
各式中医药智能化产品赚足眼球。

中国中医科学院展位前，观众争
相体验“大医金匮”AI问诊。这一中
医智能健康管理平台通过引导式多
轮问诊，能够实现常见病健康自检、
中医养生知识问答、中医方药解析及
辅助中医临床诊疗等功能。

从基层中医馆到三甲中医医院，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正在为
中医诊疗增添全新“智慧”。

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枯燥的候诊变成有趣的

“自我保健课”：触摸智能针灸铜人身
上的穴位，一旁的显示屏就会“图文
声”并茂介绍穴位知识；利用健康自
测设备，可快速获知中医体质、舌象、
人体成分等9类健康数据。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杨洪军
指出，智能设备不仅为青年中医医师
提供学习工具和辅助诊疗手段，还能
为广大基层医师的诊疗决策提供帮
助，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智能审方、自动化调配、“云煎
药”……插上科技的翅膀，中药药事
服务也比从前更加便捷、精准、优质。

在山东多地，依托“互联网+物
联网”技术，智慧共享中药房实时掌

握处方接方、调配、煎煮等信息，配以
智能全自动煎药机、自动打包机等设
备，最快当天就能将药送到患者家
中，还能有效解决基层医疗机构饮片
配备不全、质量不高问题。

让患者更快用上好药、新药，更
离不开科技创新。

复旦大学研究发现青蒿素类衍生
物能够显著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疾
病表型，从根本上改善激素失衡的问
题；广州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证实针
刺能显著减少药物依赖患者美沙酮维
持剂量和阿片类药物需求……中医药
重大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而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模式日益
完善，让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更加便
利。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建
成示范性研究型病房，带动临床科室
开展痰热清注射液、黄葵胶囊等中药
制剂安全性研究；医院同时建设中医
药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网，让研究成果
精准高效转化，尽早造福患者。

中医药加速与多学科交叉融合、与
新兴数字技术紧密结合，已是大势所趋。

鼓励中医医疗机构推动业务流程
数字化转型，打造集预防、治疗、康复、
个人健康管理于一体的数字中医药服
务模式；鼓励研发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智
能电子病历、智能预诊随访等系统……
202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数
据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数字中医药
发展的若干意见》，勾勒出未来3至5
年的“数智中医药”发展全景图。

“本草小象”“医源小助”“数字中
医人”……随着更多“智能中医健康顾
问”化身手机应用，“治未病”甚至不必
去医院，动动手指就能“掌管”健康。

当“为全生命周期护航”的健康
中国同数智技术紧密相拥，人们对中
医药的期待更加热切。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中医诊疗增添“科技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