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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宋志恒代表金华市政协

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回
顾了 2024 年金华市政协所
做的主要工作，并提出了今
年的工作任务。他指出，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
也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
展的关键之年。金华市政协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
中共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省
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暨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金华市委八届
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
议的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和
重点任务，忠实践行“八八战
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
任务，紧扣“一个首要任务、
三个主攻方向、两个根本”和

“十项重大工程”，锚定“港”
“廊”“链”主战场，坚持“五
有”工作目标，强化务实有
为、争先创优工作导向，致力

“五个提升”、写好“五张答
卷”，争当高质量发展人民政
协协商民主先行者，为奋力
推动高质量赶超发展提能级
开新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
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金华市政协将持续提升思想
政治引领力，写好凝心铸魂
的忠诚答卷，坚持把党的领
导贯穿于政协工作的各方面
全过程，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充分发挥政协“重要阵地、重
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讲
政治、强引领，把同心向党之
旗举得更高；提升参谋资政
助推力，写好协力赶超的担
当答卷，锚定“港”“廊”“链”
主战场，认真履行专门协商
机构职能，促发展、强担当，
把参谋资政之策提得更准；
提升团结联谊聚合力，写好
增进共识的同心答卷，牢牢
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主题，
紧紧围绕高质量赶超发展这
一共同目标，同发力、强合
力，把团结奋进之力聚得更
紧；提升实践探索创造力，写
好提质增效的创新答卷，着
力构建协商议政、民主监督、
凝聚共识、履职为民协同互
促的履职工作体系，以钉钉
子精神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工
作领域改革任务落实，重实
践、强质效，把协商民主之牌
擦得更亮；提升实干争先驱
动力，写好扬长补短的强基
答卷，主动适应高质量赶超
发展的更高要求，对标“争先
行、作示范”，增活力、强能
力，把实干争先之劲鼓得更
足，为奋力推动高质量赶超
发展提能级开新局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杨坚明在会上作八届金
华市政协常委会关于八届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金华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王尧祥作有关人事事项
说明。

开幕会上，11位金华市
政协委员围绕金华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先后作大会发言。

新年伊始，全国多地线下商圈、景
点人气汇聚，大江南北“烟火气”越来
越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一组线下商圈热度指标，折射消
费“暖意”——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4年
基于全国主要城市代表性商圈人流量
数据构建的线下消费热度指数同比增
长7%；基于生活服务类电商平台用户
消费订单数据构建的生活服务消费热
度指数同比增长17.7%。

过去一年，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一
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大宗消费增长迅
速，文旅等消费市场活力十足，消费潜
力进一步释放。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
示，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7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5%。

开年以来，每到晚上，在嘉陵江北
岸的重庆江北区北滨路上聚满大大小
小的摊铺，人们围坐在餐桌前，享受着
热辣滚烫的火锅。两岸灯火通明，吆喝
声此起彼伏，“烟火气”不断升腾。

在中国，“夜经济”的消费市场有多
大？从一组数据中可以窥见一斑——

商务部发布的《城市居民消费习
惯调查报告》显示，约60%的国内居民
消费发生在夜间。中国旅游研究院此
前发布的报告称，我国夜间旅游需求
持续上涨，2024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
费预计达到约1.91万亿元。

杭州西湖开放画舫登岛夜游，西
安推出“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夜
演，上海开设“摩登夜巴士”……文化、
商业、旅游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演出经
济、沉浸式文旅等新“夜”态，成为激发
消费活力的新力量。

随着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和线上
购物迅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实体商业
线下客流受到冲击。压力挑战之下，传
统商圈积极拥抱新业态，在调整求变
中焕发新的生机。

平均每天举办1场品牌发布等活
动；北京首店或概念店占85%；建成北
京首个巨型冰屏和空中光影篮球场，
让商场成为新型社交场……瞄准“Z
世代”群体消费需求，北京朝阳区的传
统老百货商场变身 THE BOX 潮流
新地标，成为北京首个特色城市活力
创新中心。

数字浪潮奔涌而来，越来越多线
下商圈选择乘“数”而上——杭州湖滨街道搭建元宇宙消费场
景“滨次元”，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沉浸式交互型消费体验；
北京西单多家商场“云”上开店，将辐射范围从“一域”延伸至
全国；上海南京路步行街通过智慧商圈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协
同发展的新商业生态……

“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
银发经济”“扩大服务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多项
部署。

开年以来，多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对个人
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
部署落实《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一店一策”推动存
量商业设施改造提升；“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启动，联动线上线
下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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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表示，将把扩消费和惠民生
结合起来，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务实举措，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唐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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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末，我
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31031 万人，占全
国人口的 22%，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
加深。

守护夕阳事业，打造朝阳产业。在近
期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记者了解到，
各地从多方面着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
增进老年人福祉。

聚焦需求
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提高养老服务
品质，新建30个社区长者食堂，这是上
海市政府工作报告对 2025 年工作作出
的具体部署。

上海是全国较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城市之一，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比近四成。在调研了几千份样本
后，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乐扬红树林慈
善公益中心理事长白莉发现，近半数受
访老人希望更多市场化餐饮力量投身助
餐服务。

“老年人用餐普遍比年轻人早。商
务、民政部门可以鼓励社会餐饮企业与
社区合作，错峰开展老年助餐服务，既能
更好满足老年人用餐需求，也能带动相
关消费和市场发展。”白莉说。

从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多地将养
老 服 务 列 为 2025 年 省 级 民 生 实 事 。
湖南提出建设社区老年助餐服务点
500 个、老年人“时光守护”床位 2000
张 ；广 东 提 出 开 展 养 老 服 务 人 员 培
训 超 5 万 人 次 ；山 西 提 出 新 建 改 造

50 个社区养老工程、50 个区域养老
服务中心……

太原市南官坊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是
山西省落实民生实事的具体项目之一，
3000平方米的场地每年服务三、四万人
次。山西省政协常委、太原市三晋大厦有
限公司董事长宋新梅认为，民生服务的
需求正是行业发展的机遇。养老服务中
心可以增加配备康复辅助等适老化用
品，还可以发展租赁服务试点。

老年助餐、居家助老、养老照护
等，都是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服
务项目。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开放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认为，目前
养老服务专业度和质量还有待提升。
以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为例，目前已
有的改造项目个性化不足，建议分门
别类设立基础安全保障、生活功能提
升、健康关怀辅助等多个模块，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需求。

扩大供给
让老年人选择更多元

银发经济，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
产业。银发经济不仅包括传统的“衣食住
行用”等实物消费，还包括医疗保健、护
理康复、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

从各地政府 2025 年工作安排来
看，扩大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是重点。
广东提出加强老年用品研发和推广，加
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黑龙江提出
扩大数字、养老、托育等服务型消费，重
点发展中医康养、智慧养老等银发经

济；上海提出深化智慧养老院等养老科
技场景应用。

“老年用品创新，是扩大供给重要一
环，但目前面临人才短板。”广东省人大
代表、深业健康产业投资运营（深圳）有
限公司福田区负责人黄慧梅建议，鼓励
更多年轻人加入养老行业，培养一批懂
养老的研发人才，助力产品创新。

近年来，智慧健康养老等新业态广
受欢迎。依托线上的“幸福汇”养老平
台，太原市晋源区新城社区的近 800 名
老人，线上下单便能享受上门助餐、护
理、康复理疗等服务。“智慧化、数字化
为发展银发经济提供重要助力。”山西
省人大代表、太原市幸福汇品牌连锁创
始人李爱玲建议，进一步推进平台建设
和数据共享，实现机构能力与老人需求
精准匹配。

银发经济还催生一批潜力巨大的新
兴产业。“越来越多的银发人群对生活品
质要求更高，追求健康与时尚，抗衰老产
业潜力巨大。”上海市人大代表、自然堂
集团公共事务总经理陈娟玲建议，鼓励
企业深入银发人群细分市场，开发抗衰
美白类护肤品，打造满足银发族的高端
国货潮牌。

扩大养老产品供给，离不开对产业
的培育与支持。“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
业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大。”湖南省政
协委员、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
苏婵建议，规划布局一批银发经济产业
园区，培育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健全
银发经济产业链体系。

完善配套
优化银发经济发展环境

记者采访了解到，去年以来，多地出
台政策营造良好环境，推动银发经济高
质量发展。

黑龙江提出加大银发经济领域技能
人才培育力度、加强银发经济企业用工
服务保障等；上海专门出台推动银发经
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培育拓展
银发消费、加强行业监管……

“支持职业院校开设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订单式培
养技能人才。”黑龙江省人大代表、尚志
市委书记张超说。此外，为强化要素保
障，他建议在规划用地、建设审批、税收
减免、资金补贴等方面对养老产业予以
重点倾斜，以降低养老机构建设、运营
成本。

银发经济行稳致远，离不开保险护
航。广东省人大代表、肇庆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潘锐波建议，一方面要扩大长期
护理险的覆盖范围，丰富保障服务内容；
另一方面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关键领域的
保险品种，尤其是推出针对阿尔茨海默
病、帕金森病等特定病症的失能失智保
险产品。

民建广东省委会还建议净化银发市
场环境，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加强对保健品、电信网络等
重点领域的监管力度。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周颖 吴振东 李紫薇

促银发经济发展，各地将如何发力？

1 月 18 日，游人在浙江省宁波市
城隍庙游玩赏灯（无人机照片）。

春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迎新年。
新华社发 胡学军 摄

张灯结彩
迎新年

“咚咚锵锵……”1月18日，江苏无
锡“水蜜桃之乡”阳山镇山南头文化艺
术村内锣鼓喧天、人头攒动，一场阳山
年味市集吸引大批周边乡镇居民和外
地游客。

市集摊位上，村民自制的麦饼、青
团、年糕等小吃琳琅满目，更有桃胶肘
子、桃胶银耳羹等阳山特色菜肴吸引食
客驻足品尝。现场还有阳山马灯、桃花
旦、腰鼓舞等民俗表演，让人感受浓浓乡
村年味。

住在无锡市区的姚乐乐带着 10 岁
的儿子一大早赶到阳山，和父母一起准
备摊位，售卖自制的咸肉、桃胶、萝卜丝

饼等美食。“我爸妈是地道阳山桃农，现
在种桃收入还可以。”姚乐乐说，儿子一
放寒假就要来凑乡村市集的热闹。“他
摘桃、采桃胶都会，特别喜欢阳山的田
园风光。”

姚乐乐的家乡因“一条桃路走到底”，
有了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去年阳山水蜜
桃产量达3.5万吨，产值接近10亿元，整个
桃产业链产值超过20亿元。

除了传统种桃、售桃，阳山还打造
一批特色旅游项目。记者在年味市集周
边发现，多家咖啡馆、特色民宿、美术馆
等现代休闲空间，吸引大量村民和游客

“打卡”。

“95 后”游客高单在年味市集一顿
“逛吃”后，走进当地的众象美术馆，体验
非遗“纳福”雅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阳
山市集，兼具乡土传统特色和人文气息，
很适合年轻人来逛。等春天桃花盛开或
是夏日蜜桃成熟，我一定会再来阳山深
度游体验下。”高单说。

游桃林、访桃人、听桃事、品桃诗，外
地游客不仅可以在阳山体验桃文化，还
能吃农家饭、住农舍、干农活，全方位感
受桃乡的烟火气和人情味。记者了解到，
去年阳山接待游客超230万人次。

“一到周末和节假日，就有很多村
民、游客来喝喝咖啡、看看书，店内人气

很旺。”阳山一家网红咖啡店店长万佳炜
说，他们特意开发多款水蜜桃主题的咖
啡饮品、甜品等，深受顾客欢迎。“今年春
节我们不打烊，希望游客在阳山感受到
乡村的活力和魅力。”他说。

“阳山的年味不仅是舌尖上的甜蜜，
更是村民丰收致富的喜悦、游客流连忘
返的满足、乡村振兴结出的累累硕果。”
无锡阳山旅游度假区负责人说，未来当
地将继续通过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
造“桃文旅+”复合型产品业态，让一颗
蜜桃在阳山找到无限可能。

新华社南京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何磊静

江苏无锡：桃乡的年味有点甜

1月18日，乘客在5640次列车上选
购稻花鱼。

新鲜的农产品、喜庆的车厢、特色的
民族歌舞、精美的非遗展示……1 月 18
日，2025年全国乡村“村晚”示范展示活
动暨“村火车上的村T村晚”启动仪式，
在贵阳开往玉屏的 5640 次“慢火车”上
举行。

活动以绿皮火车为移动舞台，串联
起沿途的站点和村寨，精心打造百姓舞
台、爱情婚礼、年货铺、非遗展示等主题
车厢，让绿皮火车成为流动的乡村集市，
移动的百姓舞台，向全国观众展现喜庆

祥和的苗乡侗寨新画卷。
往返于贵阳与玉屏之间的5640/39

次列车，是一趟穿行于贵州少数民族地
区、逢站必停的“慢火车”。自1997 年开
行至今，为沿途10多个小站附近的100
多个少数民族村寨村民提供了便宜、便
利、快捷的出行方式。

近年来，搭上这趟“慢火车”外出卖
菜的村民较多，列车成了热闹的“移动集
市”，是乡亲们走亲访友的“幸福快车”，
更是把大山里的农特产品送到山外售卖
的“致富快车”，被村民们称为“村火车”。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这趟山区“慢火车”
载满喜庆祥和与人间烟火

1月18日，一对母子在山东省滕
州市年货大集上选购春节饰品。

岁尾深冬，年味渐浓。各地装饰
一新，人们走出家门购年货、逛集市，
在各类活动中喜迎新春。

新华社发 李志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