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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区美意高

孵化器产业园大楼五楼，大连芯材

薄膜技术有限公司内的一套高真空

磁控溅射机台正在运行。公司生产

的芯片用电极薄膜材料已被国内企

业应用于纳米孔基因测序芯片中。

“有的企业做深层地质精密检

测；有的企业研制的高端化工试剂可

净化水体，促进污水循环利用……”

提到在孵企业情况，美意高孵化器

产业园有限公司招商部和物业部经

理秦艺宁如数家珍，“我们这儿‘含

科量’很高。”

走进孵化器大楼，楼内宽敞明

亮、干净整洁。然而，这座孵化器大

楼几年前还是一处闲置多年的厂

房。“当时这栋楼里连电梯都没有，2
楼以上都是空楼板、水泥地，啥都没

有。”秦艺宁说，但是其作为标准厂

房，楼体承载力大、举架高，还配备

动力电，可以满足科研、生产需求。

2021 年，大连高新区招引企业投资

500万元对厂房进行硬件设施改造，

打造科创孵化器。

硬件搭建起来，但“软件”仍有

棘手事。由于历史原因，这栋旧厂

房没有产权证明，入驻企业无法办

理注册登记。“最初，区里和街道办

帮助我们为企业在异地进行注册，

但随着企业快速发展，异地注册成

为限制企业的难题。”秦艺宁说，当

时一家企业接到一笔订单，需要企

业具备相关资质认证，但由于注册

地与经营地不一致，企业无法完成

认证。“只有两个月时间来解决，企

业急得火烧眉毛。”

“区里各部门与我们通力协作，

通过查阅老档案、旧图纸等，由街道

办为孵化器开具相关产权证明材

料，用于企业注册。”大连高新区七

贤岭街道办事处经济发展办公室主

任杨哲说，“我们全程跟踪服务，实

时破解孵化器发展中面临的障碍。”

从“沉睡”的闲置厂房到生机勃

勃的科创园地，大连理工大学、大连

海事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相继入

驻。目前，美意高孵化器产业园在

孵企业36家，累计孵化近50家企业，

其中两家已成长为雏鹰企业。

近年来，大连高新区持续推进闲

置楼宇、厂院“唤醒”工作，通过整合

资源、盘活存量，根据闲置面积大小、

周边配套措施、合适用途等要素，进

行差异化招商。2024年，仅楼宇、厂

院、产业园区相对集中的七贤岭街

道，就成功盘活闲置楼宇、厂院约7万

平方米，吸引新入驻企业234家。

农历腊月十九，有 300多年历史的山东青

岛泊里大集热闹非凡。

“咱家海蛎子肉肥！5 块钱一斤！来 3
斤？好嘞！”在泊里大集海鲜区，厉娜一边介

绍，一边迅速称好海蛎子拿给顾客。她早上 7
点钟就开始摆摊，海蛎子、海虹、扇贝、黄花鱼、

鲳鱼等10多种海鲜正在摊位上售卖。

“你想问啥就赶紧问，实在忙不开了。”不

远处的大集主干道上，王海娥在她的花卉摊上

忙着。杜鹃、仙客来、报春花……摊位上一片

姹紫嫣红，吸引了不少顾客。“卖了不少，红色

的花卖得最好，大家都想在新的一年红红火

火。”王海娥说。

拥有泊里大集等多个历史悠久大集的青

岛市，组织开展“海洋大集”新春季主题活动。

这一活动自2025年1月持续到3月初。

农历“逢三”“逢八”举办，是青岛城阳大集

400多年来沿袭的传统。

红彤彤的对联、灯笼、年画，海蛎子、黄花

鱼、大虾……腊月十八的城阳大集上，叫卖声、

砍价声此起彼伏，美食香味随风飘荡。

城阳大集的举办地，是我国北方主要的海

鲜交易集散中心——城阳水产海鲜批发市场

所在地。这里的海鲜种类丰富，来赶集购买的

市民游客络绎不绝。

王海慧已经从事海鲜批发十七八年了。

她告诉记者，“海洋大集”举办之后，当地开展

了各类丰富多彩的文化、消费活动，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来赶集，也为店铺带来了更多客流。

“马上过年了，这几天鱼、虾卖得都很好。”王海

慧说。

记者从青岛市委宣传部了解到，青岛“海洋

大集”新春季主题活动主要包括“六个大集”，

即：“文化大集”“非遗大集”“美食大集”“文明实

践大集”“‘潮’‘趣’大集”“‘云’上大集”。

为进一步保障好“海洋大集”新春季主题

活动，青岛市立足实际，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参

与企业让利、金融机构助力等方式，举办文化

和旅游消费惠民活动，让群众在烟火气中切实

得到消费实惠。

临近蛇年春节，记者日前在多

地走访时发现，各类蛇年主题的非

遗文创产品在市场上热销，为消费

者带来独特文化体验。

在河北省邯郸市，河北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落花堂木刻代表性传

承人崔建军把传统工艺与蛇元素巧妙

融合，创作了蛇年非遗木刻成语作品

《画蛇添“福”》,还别出心裁地推出创意

文具、家具摆件等文创衍生品。

正在挑选非遗木刻文创产品的

邯郸市民李彦臣告诉记者，这些非

遗木刻产品很有特色，摆放在家里，

年味一下就浓了，而且作为礼物送

人也很有档次。

2024年12月，“春节——中国人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被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有力激发了关于

非遗文化的消费热潮。崔建军介

绍，进入农历腊月后，蛇年非遗文创

产品已被市民和游客预定 2600 多

件。“作为一名地方传统文化的守护

者，我结合蛇年春节和本地文化进

行艺术创作，希望能让邯郸人的年

味更浓。”他说。

从日常用品到高端艺术品，蛇

年非遗文创产品丰富多样，琳琅满

目。其中，限量版的定瓷产品吸引

了不少投资者和收藏家的关注。

在河北省曲阳县，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

辉与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韩庆芳联

袂合作，亲手打造乙巳年生肖贺岁

瓷器《尚福瓶》，将自然之美与人文

之韵完美融合，再现宋代官窑瓷器

的千年辉煌与独特魅力。

庞永辉表示，这款生肖贺岁瓷

器全国限量 66 件，现已销售 50 多

件。他们从传承数千年的葫芦文化

中汲取精髓，以“蛇衔灵芝”的故事

为纹饰灵感之源，以开窗式的银蛇

和散点式的灵芝为主体纹样，传递

出福寿绵绵的深切祈愿，饱含着对

亲朋好友的美好祝福。

记者1月18日从商务部获悉，以旧换新政

策对家电行业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2024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 10307亿元，比上年增长

12.3%，超过 2017年 9454亿元峰值并突破万亿

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既提振消费、又带动生

产，既满足高品质生活、又促进高质量发展，主

要成效有以下6方面。

家电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2024年，中央加力支持以旧换新 8大类家

电产品实现销售量6200多万台，直接拉动消费

近 2700 亿元。2024 年 9 至 12 月，限额以上单

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月度分

别增长20.5%、39.2%、22.2%、39.3%，连续4个月

两位数增长。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电

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冰箱等日用家电零

售同比分别增长38.1%和75.4%，显著快于三季

度增速。

家电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产量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产品产量实现较快增

长，增速分别为9.7%、8.8%、8.3%。

品类增加。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
年3月7日至11月7日，我国8大类家电产品数

量共新增10.2万种，同比增长79%。

出口攀升。2024年1至11月，我国累计出

口家电近 41亿台，同比增长 21.3%，其中空调、

冰箱、洗衣机、电视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8.0%、

20.5%、13.8%、10.9%。

资源回收水平显著提升——

回收拆解量双增长。商务部重点联系企业

数据显示，2024 年废旧家电回收量同比增长

14.83%；供销合作总社家电拆解企业数据显示，

2024年规范拆解废旧家电数量同比增长20%。

试点工作有序开展。开展废旧家电家具等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和企业评审，

初步形成32个试点城市，78家试点企业名单。

多元主体形成合力。海尔打造行业首个

家电再循环互联工厂，天猫在全国2000多个区

县开展收旧业务，嗨回收搭建数字化全品类回

收服务平台。

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

绿色产品备受青睐。以旧换新 8 大类家

电中，一级能效产品销售额占比达90%以上。

补贴品类不断扩充。20多个省份根据当

地居民消费情况，将净水器、洗碗机等绿色智

能家电纳入补贴范围，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消

费需求。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据国家节能中心预

计，2024年更换的高效能家电将推动全社会每

年节电100亿千瓦时以上。

行业竞争力大幅增强——

企业营收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 1
至 11月，中国家电行业累计主营业务收入、利

润总额均明显增长。

上市公司业绩提升。2024年三季报显示，

106家家电板块上市企业中有 93家盈利，占比

近9成。

政策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换新意愿增强。全国超过 3700万名消费

者参与家电以旧换新，参与活动人数突破 100
万用了33天，从100万到500万仅用17天。

激活线下市场。全国有近 10万家线下经

营主体，逾15万家线下销售门店参与家电以旧

换新。

服务重点人群。全国超过 260 万名 60 岁

以上“银发群体”参与家电以旧换新。

提振县域消费。2024 年 9至 12月主要电

商平台县域市场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长9.54%。

据了解，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做好组织

实施，指导各地落实落细家电以旧换新加力扩

围工作。做好工作衔接过渡，将2024年8大类

家电扩围至12大类，同时将每人可补贴的空调

数量扩围至 3件。优化政策操作流程，进一步

优化补贴申请与资金拨付，提供换新、安装、收

旧等一站式服务。鼓励补贴购新与方便百姓

交旧两手抓，加快健全废旧家电等再生资源回

收体系，推动形成“去旧更容易、换新更愿意”

的有效机制。

春运里有数以亿计的人员流动，也是一年

中货物流通最为繁忙的时刻。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位于河北省石家庄

市，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下辖的三

大物流中心之一。日前，一列列多式联运集装

箱班列，带着河北多地生产的非遗灯笼、服装

布料、食品药品等货品，从这里出发驶向粤港

澳大湾区。

以往产自河北的年货，大多数通过汽运物

流发往大湾区。如何适应市场和客户对运力

和时效的需求，让来自北国的年货能以更快速

度到达大湾区、进入南国的春节市场，铁路人

展开了探索。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石家庄西营业部经

理刘世华介绍：“此前我们已发送 7列班列，平

均每列运输 28个 40英尺集装箱，单箱平均载

重约30吨。通过轻泡货物和重质货物‘轻重混

装’的方式，各类年货约 45个小时就能从石家

庄抵达广州。”

这样的班列是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在

2024 年底推出的快速物流新产品，不仅运力

大、速度快，还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投入市场

以来受到企业好评。

石家庄市藁城区天佑粮油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志全说：“班列的开行，运到时限较海运快

了10天，相比汽运有价格优势，还可靠准时。”

春节是食品销售的旺季，天佑粮油有限公

司主打的是芝麻相关产品，到达大湾区之后会

用在广式、西式糕点制作等餐饮方面。目前该

公司已发送了24个集装箱的货物，打开了更广

阔的市场。

春运前，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就组织员工

前往企业，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开辟货物发运

“绿色通道”，在上站、仓储、货位、配箱、装车、

接驳等方面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务，做到货到即

装、安全高效。

在高效的服务流程下，来自石家庄周边区

县的 1060箱 26吨鸡蛋，“乘坐”班列走进了粤

港澳大湾区的超市和餐桌。

“企业能够通过铁路运送鸡蛋，是对我们

工作的肯定。”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项

目经理王国宏说。

鸡蛋属于生鲜食品，且怕磕碰，这对装载

质量、运输平稳性和时效性提出了较高要求。

鸡蛋发运客户牛志强告诉记者：“以前我们也

没敢想能用铁路送鸡蛋。在双方充分沟通后，

我们坚定了合作的信心，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

农副产品通过班列送到大湾区。”

带着河北年味的货物在广州到站卸货后，

会载着饮料、食品、调味品等货物返回。这样

“重去重回”的运输模式，不仅让南北方年味相

互交融，也提升了铁路经济的发展活力。

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魏华

介绍，截至目前，班列的开通使受服务企业

的运输效率比汽运提高了 30%、运输成本降

低了 20%。

“这能为京津冀地区与大湾区的货物运

输搭建起一条大运量、保时效、绿色环保的物

流新通道，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魏

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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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货“坐”火车 湾区“赶大集”

以旧换新带动2024年家电零售额创新高

山东青岛：“海洋大集”赶起来

1月 19日，一场

社区庙会在中国能建

城市发展公司武汉城

市花园小区举行，

500多名居民在家门

口参与传统游艺、写

春联、赶大集等活动，

共同体验传统春节文

化，感受春节喜庆气

氛。图为身着汉服的

居民在社区庙会上猜

灯谜。

武汉：
社区庙会
年味浓

江苏无锡：
桃乡的年味有点甜

大连：闲置“老”厂房
变身科创“新”天地

蛇年非遗文创产品
掀起消费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