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深厚内生动
力，根本就在于14亿多人构成的消费大
市场所释放的需求在持续变化、不断升
级，并与生产端、供给侧形成联动互促

春节临近，笔者置办年货，选择枕头时挑花了
眼。仅功能性枕头这一类别，就包含传统的荞麦
壳、决明子、竹炭等枕头，以及日渐流行的记忆棉
枕头、乳胶枕头、零压枕头、羽绒枕头等。如果结
合康养需求再去挑选，仅仅中式本草枕头就多达
十几种。

造型体现人体工程学原理，功能契合个性化需
求，填充物有利于保健养生，小小枕头，其中蕴含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大文章。挑花了眼的烦恼，在
日用消费品各细分领域几乎都有体现。日用消费
品在生活中不可或缺，为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向好趋
势和高质量发展态势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消费增量从哪里来？来自于精准捕捉消费里
的新需求。手纸易堵塞马桶，水溶厕纸应运而生，
环保还卫生。忘记拔插头有安全隐患，定时插座贴
心省心，不仅安全，还节能。伸缩收纳盒整齐有序、
防水医用胶带固定敷料、开箱刀安全拆快递……五
花八门的小物件，都满足了消费升级的需要，方便
了生活。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深厚内生动力，根本
就在于14亿多人构成的消费大市场所释放的需求
在持续变化、不断升级，并与生产端、供给侧形成联
动互促。

需求是总量概念，也包含个性差异。从智能马
桶盖到防摔马甲，老年群体选购日用品，看重智慧

养老、医疗健康等功能。在社交平台“打卡”“种
草”，也喜欢探索个性化定制，年轻消费者选购日用
品，更关注品牌价值和购物体验。万能插座、多功
能收纳盒等便利桌面办公，“赢麻了”花椒小挂件、

“摸鱼”暖手宝缓解压力、疏导焦虑，上班族选购日
用品，更倾向于契合工作场景。超大规模市场不仅
总体需求具有超大规模特征，而且个体需求多种多
样。从差异化中开拓蓝海，从个性化里洞悉趋势，
企业才能准确把握创新的切入口。

需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捕捉市场的苗头，才能
找准投资的风口。2024年，一名90后返乡成为新
农人，在观赏香蕉上创新推出一系列“果语”产品。
观赏香蕉因“禁止蕉（焦）绿（虑）”的谐音梗而爆火，
受到年轻消费者推崇。只有僵化的产品，没有僵化
的市场。谁懂潮流，谁知风尚，谁就能站上创业的
风口。准确把握未被发现、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和
市场趋势，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相融合，才是

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
伴随“两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汽车、家电等

大件商品消费潜能不断释放。惠而不贵的日用品
消费，同样值得重视。日用品消费一头连着民生，
一头连着中小微企业的繁荣向好、社会就业的活水
涌流、工人收入的水涨船高，是“消费对经济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的生动体现。日用品行业也是制造业
和服务业相融相促的重要纽带，从教育培训到健身
娱乐，从医疗保健到家政服务，小小日用品满足着
多元多样的服务需求。扩大日用品消费，无论是消
费端还是生产端，受益面都是极为广泛的。

在更高维度上，把握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展、
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从居民端发掘新需求，从
企业端增加新供给，形成供需间的高水平动态平
衡，利眼前，也惠长远。“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其战略价值
和深远意义不言而喻。

眼下春节临近，无论是老北京年货大集还是浙
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传统的福字、春联、台历等新年
饰品，蛇年创意灯饰、立体摆件等新式日用品，都迎
来大量消费者和采购商。琳琅满目的日用品，托举
一个万家欢乐的幸福中国，见证一个蒸蒸日上的活
力中国。

（原载1月22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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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多里话供需
——生活细节里的中国经济①

□ 李斌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大海的

魅力体现在浩瀚无垠的体量上，也

体现在奔腾跳跃的每一朵浪花上。

宏观经济回暖向好，新质生产力加

快发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投影

在一个个产品、一次次消费上。

今日，本报转发《人民日报》系

列评论，透过生活细节，观察和解析

中国经济的空间与基础、优势与潜

能、韧性与动力，探讨高质量发展的

信心所在、力量所依。

——编 者

上海黄浦区亚洲大厦，10多个演艺新空间“纵
向生长”，形成一条垂直的戏剧街区。“吃完饭上楼
看戏，看完戏下楼喝咖啡”，凭借看展的票根，观众
还可享受购物折扣。

看展、观剧、用餐、购物，休闲娱乐一站集成，人
文价值和商业逻辑“一体双生”，这样的文商旅融
合，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激发了消费活力。

湖南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依托强大算
力，一条4K广告片的渲染效率能提升百倍以上，动
漫游戏、数字文博、数字文旅等新型文化业态不断
涌现，数万名年轻创客在这里扎根。

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
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这道文化与科技的“融合
题”，可以解出无数种答案。

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商业，文化+体
育……“文化+”融合创新深入推进，文化消费新产
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
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郁郁乎文
哉”的浩荡气象。

文化市场何以生机勃勃、活力奔涌？需求牵引
是动因，文化自信是根源。高品质的精神文化生
活，在当下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刚需。

一方面，文化自信更为坚定。与之相呼应的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焕发时代光彩，国潮文创、古典诗词节目、“新中
式”服饰等受到追捧。

另一方面，发展型、享受型消费需求凸显。从
吃的、穿的、用的，到看的、玩的、藏的，大家越来越
注重消费过程中的审美体验和精神享受，文化消费
的意愿、能力、比重提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
眼于人、落脚于人。”读懂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
文化需求，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夫，
有助于将文化资源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文化发展
优势、经济发展优势。

文化产业新赛道，文化消费的蓝海，都蕴藏
在“需求”二字中。比如，瞄准好看、好玩、有内
涵，国家博物馆去年推出凤冠冰箱贴等各类文创
产品 200余款，销售收入较 2023年翻番。又如，
在沉浸感、氛围感上做文章，去年巴黎奥运会期
间，全国超 800 家影院推出了 2300 余场次观赛

活动，吸引 5.6 万人次走进影院看奥运。找准传
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的结合点，好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既能满足需求，也能创造需求，进一步激
发文化消费潜力。

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观察如今的社会生产
生活，“为了一座馆，奔赴一座城”的文化游盛行，由
夜市向夜演、夜游拓展的“夜经济”红火，“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道理更显直观可感。更重要的是，
人们在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
文化生活的同时，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也得以不断
强化，以文化人、以文惠民得以更好实现。

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崇高追求。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
实现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
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形成了文化繁
荣与经济向好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这正是写好

“人文经济学”这篇大文章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个“非遗版”中国年日益临近，逛逛年货大

集、浏览线上商超，非遗元素、民俗活动目不暇
接；多地文博场馆精心筹划，邀约公众“文博馆里
过大年”……文化年货供需两旺，烟火气升腾文
化味，成为文化繁荣与经济向好相互促进、相得
益彰的生动写照。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
造活力，我们定能更好为发展赋能、为文化强基、
为未来蓄势。

（原载1月23日《人民日报）

读懂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
求，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上下功夫，
有助于将文化资源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文
化发展优势、经济发展优势

以文化赋能经济、以经济活化文化，实现
了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
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形成了文
化繁荣与经济向好齐头并进的良好势头

“文化+”里探机遇
——生活细节里的中国经济②

□ 何娟

回家过年，是中国人不变的约定。前些天的微信家庭群里很是热闹。原来，在上
海工作的表弟，准备回东北老家，只抢到十几个小时的站票。姐姐觉得不妥，“多遭
罪”。父母虽不乐意，但又觉得“能锻炼年轻人”。亲戚说，“工作又不差，该花就花”。
在大家建议下，表弟最后买了机票，飞回了东北。

尽管有小纠结，回家路途，喜大于忧。啥票都能在手机上买，年货早早邮寄到家，
“反向过节”趋势显著，自驾旅游潇洒自如，这些可知可感的变化，折射出生活富足、社
会进步，见证一个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阔步前行的“活力中国”。

少了寒风中排队的冷颤，少了大包小裹的重担，“人在囧途”的叙事慢慢淡去，告
别焦虑、选择多元，成就很多春运人的“从容心态”。放慢脚步、放松心情，利用长假带
父母体检，为健康消费“添把火”；去心仪的城市打卡，哈尔滨、西安、重庆等旅游目的
地“热力不减”；逛庙会、看演出、赶大集，寻找小时候的“年味”；进商场、转商圈，换手
机、试驾车，以旧换新为生活提质……春节的“新过法”、春运的“新图景”，折射出人们

“从容心态”与中国“活力姿态”的交相演绎，在历史与时代的深处写下有力注脚。
这注脚里，写着对美好生活的笃定。
回顾以往，人们难以忘怀的是站在拥挤车厢里上演“金鸡独立”，是一趟趟换车的

反复折腾，是“哐当”“哐当”的声响让人难以入眠。审视当前，人们感受到的是带上宠
物、开着私家车说走就走的畅快便捷，是老中青幼全体出游、聚餐、娱乐的团圆美满，
是吃穿用度更加丰富、绿色低碳更为流行的惬意舒适。眺望未来，路有千万条，越走
越称心，这是发展积累下的信心，也是人们享受发展成果而收获的舒心。

这注脚里，写着科技创新的自强。
G92杭甬高速，一辆车意外爆胎，车主刚想求助，无人机已出现在眼前。借助无人机

自动巡航预警，通过“空中+地面”保畅模式快速处理路面事件，是这条高速路保障春运道
路安全畅通的“秘籍”。国产大飞机C919首次投入春运；高速公路上投用凝冰预警系统，
实时监测路面温度；大数据强力支撑，铁路12306系统购票平均等待1.8秒，每秒订单处
理数超400笔……更智慧的交通网，更硬核的科技范儿，是发展成果的缩影。在路上，向
前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给我们注入干好新一年的底气、拼出新天地的勇气。

这注脚里，写着改革开放的信心。
“12306怎么操作？”四川成都东站，外籍旅客这样询问。不少外国人在春节之际

入境中国，希望搭乘高铁体验中国年。有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的入境游订单
同比增长203%。春运不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大迁移”，春节也不再只是本土的节
日，入境游持续火热。2024年，“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走向世界，世界拥抱“春
节”。当外国游客用“出乎意料”“从未想象过”来称赞在中国所见的风土人情、现代化
发展时，“爱上中国”的理由更充分，“活力中国”的前景更可期。

时代变迁中，春运列车为何驰骋得愈发稳健？因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原动力更足
了、驱动力更大了，中国人自己的节奏感更好了、自主性更强了。从春运节奏看发展
节拍，看到了供给优化提质、文旅不断走俏、消费稳步升温、交流更加热络、动能持续
积聚。乘上时代列车的我们，尽享发展的红利，平视着世界、远眺着前方，在满满的获
得感中沉淀自信与从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生
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回家过年，千万家庭的团聚共庆，中华民族的
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激荡个人奋斗的意志、凝聚国家奋进的力量。新的一年，新的
出发，满载亿万人民的向往，“中国号”驰而不息、远行不怠！

（原载1月27日《人民日报》）

透过“从容心态”看“活力姿态”
——春运之变话信心（下）

□ 李洪兴

路有千万条，越走越称心，这是发展积累下的信心，也是人们
享受发展成果而收获的舒心

乘上时代列车的我们，尽享发展的红利，平视着世界、远眺着
前方，在满满的获得感中沉淀自信与从容

商场那么多，假期去哪家？
家里小朋友说，“去‘大峡谷’”。这是她对北京

一个商场的称呼。“去干啥？”“看‘龙’。”孩子口中的
“龙”，实际是商场里的恐龙模型。这个商场以恐龙
为主题，营造热带雨林环境，还有颇具特色的小池
塘。有趣、好逛，不少“头回客”成了“回头客”。

消费需求是多态的，也是动态的。近年来，为
适应需求之变、效率之变，商场和商贸业出现了一
轮明显的转型。过去一段时间，随着电商勃兴、物
流提速，“只逛不买”成为新现象。面对“网购代替
超市”“快递代替批发”的冲击，传统商业模式难以
为继，不少传统商场关门歇业。然而，电商与实体
商贸，并非完全的对立关系。通过在商业模式、服
务方式上转型升级，新型实体商业的空间很大、舞
台宽广。

商场化身景区，新场景带来增长潜能。吉林长
春有个商场叫“这有山”，店铺从“山脚”盘旋到“山
顶”，石子铺路、牌匾古朴、山石林立，错落有致的布
局，让商场成为景区、让消费如同“探宝”。

商场化身市集，新服务拓宽消费场景。为招徕
顾客，有的商场把民俗市集搬进室内，方便消费者

“赶集”；有的主打“金蛇纳春”主题，融合“老字号”
与“新潮流”，打造满足各层次需求的消费盛宴。

商场化身艺术世界，新服务凸显融合力量。
四川成都三个大型商业体，携手艺术家，结合光影
技术，推出装置艺术、潮流艺术与传统非遗技艺的

展览，在探索艺术与商业空间的融合上迈出创新
一步。

新型商场各具特色、融合创新，充分说明要突
破经营之困、实现更好发展，商场必须作出增值选
择。消费场景、消费模式、商品服务形式，都可以付
诸增量思维改进提升。“品质、价格、服务”的三角关
系，也可以逐一改进，实现新的均衡。既向变量要
增量，又通过增量提质量，商场的效益方能实现质
的提高。

新型商场变革的底气在哪里？消费需求日益
多元，商品供给日渐丰富，科技赋能已成趋势，文化
融合渐成潮流，空间塑造释放新意……多维因素，
多重支撑，共同助推商场转型焕新，实现从“卖场”
到“综合体”的蝶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商业领域，主要有“货、场、人”三大元素。以
前商场更多关注“货”和“场”，如今则更多关注

“人”。比如一些商场设置“生活驿站”，提供小修
小补服务；还有商场里的书店，提供接放学服务，
把学生接到店里，并为他们开展文化沙龙等活
动。当前，商场融入文化、科技、生活等元素已是
趋势所向，开展多元化经营、打造场景化服务已是
现实所需。把人作为商业服务的重心与中心，以
特色招揽人，以增值吸引人，以质量留住人，才能
以“人气聚起来”带动“商机旺起来”。未来的“商
场+”，不管叠加哪些要素，归根结底都应切中人
的需求。

商场之变、商业之变，映照生活之变、时代之变。
从货品有限到琳琅满目，从凭票购买到扫码支付，
从单一货柜到各式店面，从国产货到买全球……我
们的物质更丰裕、供给更高效、服务更优质、大门更
开放，经济发展也实现从追求规模速度到更注重质
量效率的转变。市场永远都在，机遇也永远都在。
那些处于困境的商场所缺的是啥？当然是创新的
意识和能力。不足之中蕴新机、空白地带有蓝海，
只要保持创新姿态、拼搏状态，商场和商贸零售业
就会加速破局、焕发新生。

商场是商业之场，尤需众人捧场。主动创新、
拥抱变革，让“账面”上多一些上升曲线，“市面”上
多一些四射活力，那么商业消费的“基本面”就能拥
有更多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让经济向好的成绩单
更加亮眼。

（原载2月5日《人民日报》）

新型商场里看转型
——生活细节里的中国经济③

□ 李洪兴

把人作为商业服务的重心与中心，以特
色招揽人，以增值吸引人，以质量留住人，才
能以“人气聚起来”带动“商机旺起来”

不足之中蕴新机、空白地带有蓝海，只
要保持创新姿态、拼搏状态，商场和商贸零
售业就会加速破局、焕发新生

到北京西站接站，有两个瞬间在脑海中定格。
有名年轻女子过了检票闸机出站后，没有匆忙赶路，而是掏出化妆镜，从容补妆，

自信微笑，再启程。
还有一位父亲，将孩子抱起，放在时尚的行李箱上，一路推着走。身着红色羽绒

服的小朋友咯咯欢笑，扬起手中醒目的新春福字。
恍惚间发现，春运真的变了。曾经扛着大编织袋、忍受逼仄空间、身心皆疲惫的

返乡人，竟已如此从容。这样的笑容和场景，不过是春运大潮中再平凡不过的一幕，
却仿佛拥有一种神奇的穿透力，令人会心一笑。

春运，这场被形容为“世界上年度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变的是什么？未曾改变
的又是什么？

变化在于硬核实力。曾记否，人均铁路里程“不足一根香烟”，如今高铁飞驰、新
站新线不断开通，全国铁路集中投用185组新造的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保障
春运。曾记否，珠三角“摩托大军”牵动人心，如今自驾出行说走就走。

2024年，深中通道、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车，池州至黄山等高铁建成投运，兰海、
银昆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实现贯通……人畅其行、货畅其流背后，是交通强国建设的“进
度条”不断刷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运力阈值不断创造新纪录。

变化在于社会心态。从焦虑于“能不能走得了”，到权衡“怎样才能走得好”，再到
纠结“反向过年”还是冰雪游、出国游，人们面对春运的心态变化，源于选择更多元，折
射美好出行需求水涨船高。当我们谈论春运时，所关注的也不仅仅是车票好不好买、
路程是否顺利，还包括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家人团聚，怎样把春节过得更有意义。往深
里看，所聚焦的是一种寄托和情怀，一种文化和精神。

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变中也有不变。
不变的是“丹心从来系家国”的共情共鸣。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既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基本语境，也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结构。在国的宏大叙事里，有家的具体而
微。15年前江西南昌火车站广场上“春运母亲”巴木玉布木的照片，为何至今感染心
灵？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里，回家的路就是最美的风景。从一座城到另一
座城，哪怕路途迢遥，只要往家的方向迈进，心便是暖的。家永远是最温馨的港湾，足
以让人卸下奔波的疲惫，重整行装再出发。

不变的是“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同题共答。“几十个插座免费用，还不用扫码，真是
太方便了！”刚开通运营不久的上海松江站，旅客在候车大厅自助充电区给手机充
电。“不管车外多冷，都要让旅客一进车厢就感受到温暖。”云南香格里拉火车站，铁路
人整夜坚守，为动车驱寒保暖。从工作人员到志愿者，在春运这场年度大考里，许许
多多人携手护平安、保畅行，用心用情守护归途的每一程，凝聚的力量强大无比。

不变的是“要登绝顶莫辞劳”的久久为功。铁路12306推出学生和务工人员预约
购票服务功能，让购票更便捷。赶在春运前陆续投用的高速服务区超级充电站，缓解
新能源车主里程焦虑。由C919执飞的航班不仅座位更宽敞，还有手机支架、挂衣钩
等贴心小设计。日拱一卒，积尺寸之功，全社会合力跑好一棒又一棒，让春运一次比
一次更智慧、更贴心，让旅客出行体验更优质、更舒适。也正因点滴积累、稳中求进，
中国式现代化一步步朝着目标挺进，铺展更加绚丽的图景。

短视频平台上，有网友动情留言：“人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幸福。”同题共答，同
心同向，春运既是流动中国的温暖剪影、行进中国的铿锵回答，也蕴藏着中国人为了
美好生活向前再向前的精神密码。 （原载1月24日《人民日报》）

行进中国的同题共答
——春运之变话信心（上）

□ 李浩燃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背后，是交通强国建设的“进度条”不断刷
新，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600万公里，运力阈值不断创造
新纪录

家国一体、家国同构，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语境，也
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结构

日拱一卒，积尺寸之功，全社会合力跑好一棒又一棒，让春运
一次比一次更智慧、更贴心，让旅客出行体验更优质、更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