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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马安妮

“尝尝好吃的烤肉串？”“最大的冰雪大世

界 落 地 新 疆 啦 ！”“ 老 板 ，再 来 几 瓶 红 乌

苏”……热闹的声音络绎不绝，市井烟火碰撞

出阵阵香味，刺激着游客的味蕾，绚丽夺目的

烟火灯光也吸引着广大民众。入冬以来，新疆

点亮了冬季“夜经济”，从“三样”内容到“三样”

坐标的转变，带动了当地企业和经济发展。

夜市、景区、表演,“三样”内容的新面貌

小摊到广场，综合吃喝玩。夜市是夜经

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露天小摊到美食广

场，新疆的夜市正发生着变化。

夜晚降临，新疆阿瓦提人的夜生活从猜

灯谜、赏歌舞开始。1 月 1 日，阿瓦提县文旅

夜市以刀郎美食大赛为契机正式开业，人们

穿梭在集文化、旅游、餐饮、休闲、购物等多

重功能于一体的特色商业街区。

一时间，叫卖声、歌舞声、爽朗的笑声充

满街区，刀郎美食大赛、刀郎农民画展、刀郎

故里摄影展等齐聚一堂，各族群众在一尝美

食的同时，也大饱眼福。

“逛夜市、吃美味、看歌舞、猜灯谜，我觉

得特别热闹，以后我会带着家人常来逛逛。”

家住阿瓦提县阿瓦提镇的居民肖俊娜说道。

在寒冬时节，新疆各地的夜市均在室

内，从千平方米到万平方米，冬天的夜市一

点也不输给夏天。在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

赛尔县，有一座“老北京夜市”，青砖、红墙、

脸谱、大红灯笼……自带浓浓的老北京味

道，在 3200 平方米的面积里，设有文化大舞

台、电商直播、儿童游乐区、美食小摊等。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一间充满北京味儿

的夜市，拉近和祖国首都的距离，在丰富百

姓夜生活的同时，展现多元的中华文化。”和

布克赛尔镇副书记、宣传委员江布拉特说。

烧烤架上的烟火气息，正在一个个夜晚

满足着食客的味蕾。据天眼查统计，新疆目

前有 1.2万家烧烤店和烧烤摊，其中 80%是近

5年里开起来的。

白天的景区是“人在画中游”，夜晚的景

区则是“画随人在走”。不同于白天的暖阳，

冬日景区的夜被灯光点亮、被美食点亮、被

冰雪艺术点亮、被热闹的氛围点亮。

站在喀什古城之上，眺望远处的房屋建

筑，傍晚的余晖给整个城市换了颜色，也换了

心情。“来尝一尝，尝一尝，香得很！”一声声的叫

卖，宣告着喀什“夜精灵”的到来。彩色灯带亮

了起来，家家户户的灯光亮了起来，窄小崎岖

的小道也亮了起来，古城在灯光中热闹起来。

城乡、场馆、商业街,“三样”坐标新经济

热闹城乡冬夜，增经济带就业。“以前只

在电视上见过骆驼祥子，听说他今天到夜市

表演，我早早就来了。”家住新疆喀什地区麦

盖提县的王晓燕说。

刚在刀郎美食广场就业的司马义·吐尔

洪制作的肚包肉、马肉、马肠深受食客们喜

爱。“人多时，一个晚上的营业额能达到四五

千元。”司马义·吐尔洪说。

刀郎美食广场不仅是承载夜热闹的“聚宝

盆”，还是带动当地青年就业的“孵化器”。今

年，麦盖提县将刀郎美食广场作为创业孵化基

地，围绕馕、烤包子、烤肉、缸子肉、拉面、抓饭6

个种类，采用以工代训的方式培训了200名青

年，为该县大力发展“喀什味道”储备了人才。

“我们的生意可好了！”卖馕的麦麦提·

艾孜孜和卖烤包子的阿孜姑·玉苏普说，他

们俩都是参加了麦盖提县人社局的人才培

训，并在夜市就业的青年。

感受艺术之美，打卡“冰雪大世界”。“听

说昌吉有冰雕、雪雕的灯光秀，跨年夜约一

下？”“走起！”家住乌鲁木齐市的徐威和朋友

约着一起感受冰与雪的艺术之美。

跨年夜当晚，随着夜幕的降临，灯光缓缓

亮起，新疆昌吉冰雪节在昌吉市庭州生态绿

谷开幕。白天静置的雪雕在灯光的照射下栩

栩如生，“瑞虎迎春”“龙凤呈祥”“天坛”等雪

雕、冰雕作品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拍照打卡。

为丰富冬季冰雪游，昌吉州重启新疆大

剧院演出计划，计划在 2022年 1月至 6月，开

展公益演出 120场次，覆盖群众 9.6万人次。

一街一品一特色，夜购商圈新体验

如今的“夜经济”早已不再局限在一个地

方、一个坐标，而是分散在各个有趣的场所，或

是博物馆，或是文化体验中心，这些点点热闹汇

成了“夜游文化”，并成为了城市新的风景线。

一街一品一特色，“童话边城”布尔津

以秀美风光为背景，打造出夜游文化，包

含了特色体验、夜宿品质、夜购商圈等多

重内涵。

今年，布尔津县夜光城旅游小镇建设项

目正在持续施工中。项目建成后，小镇里将

有上千套不同风格的客房，涉及度假酒店、

观光酒店、公寓式酒店、连锁酒店、商务酒店

等。还将有一系列旅游消费体验，包括休闲

娱乐、生态居住、时尚购物。

与 此 同 时 ，布 尔 津 县 打 造 了“ 美 食 长

廊”，推出了以河堤夜市、额河老码头夜市、

四季美食夜市为核心的特色烧烤夜市区，以

珍苑生态园、中俄老码头风情街、汇鑫国际

步行街为核心的特色餐饮集聚区，以中苏航

运文化一条街为核心的高端夜间经济集聚

区。不同的街区，上千家餐饮场所，形成了

“一街一品一特色”。

商圈“夜经济”在原有的商业模式上带

给游客新的体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万紫千

红夜市，就是由万紫千红酒店组织起来的，

特色小吃、激情歌舞，吸引了周边众多群众，

热闹了小区夜晚。

“我们小区离市中心远，来这里刚刚好，食

品干净卫生，还有才艺表演，感觉很热闹。”家

住米东区乾畅家园小区的居民马建说道。

“夜经济”不仅让黑夜亮了起来、人气聚

了起来、商圈火了起来，还在规范市场经营

秩序的同时，打造了独具当地特色的新内

容、新坐标，给群众提供了就业增收渠道，也

为游客带来了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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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夜市热了，人气旺了，商圈火了

让冬夜更具活力
“夜经济”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还在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的同时，打造了独具

当地特色的新内容、新坐标，给群众提供了就业增收渠道，也为游客带来了新体验。

本报记者 杨冉冉

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21年迎来了

开花结果的高光时刻。1月15日，中国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了2021年

12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数据显示，厂

商批发销量突破万辆的企业有 14家，

其中：比亚迪 93338 辆、特斯拉中国

70847辆、上汽通用五菱60372辆，分别

位居前三名；小鹏、理想、蔚来、哪吒等

新势力车企销量均突破万辆，领头羊

小鹏汽车12月的销量为16000辆。

此前的 1 月 12 日,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公布数据显示：2021 年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达到 354.5 万辆和 352.1

万辆,同比增长均为 1.6 倍，占有率提

升至 13.4%。有业内人士评价说，新

能源汽车的增长已经成为我国汽车

市场增长的第一引擎。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市场，新能源

汽车企业数量不断增长，自主品牌迅

速崛起。截至目前，国内已有新能源

汽车企业约 200 家，其中 150 家为近 3

年诞生。在全球新能源乘用车企业

销量前 20榜单中，中国车企占据近半

数。同时，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

前有约 40万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

其中近 4000家为高新技术企业。

比亚迪、北汽极狐、上汽通用五

菱、长城欧拉、吉利极氪等传统车企

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断突破；蔚来、

小鹏、理想、哪吒等造车新势力迅速

成长。此外，外资品牌特斯拉现已开

始选址建设中国第二工厂，中国已成

为特斯拉全球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

地。同时，大众、通用、福特等跨国品

牌也在积极推进其与国内车企的新

能源汽车合资品牌。

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也为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截至 2021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充电站 7.5万座，充电

桩 261.7万个，换电站 1298个。

有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产品不断迭代升

级，新能源汽车将越来越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正在经

历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的历史拐点，新能源汽车将

迎来新的增长高潮。

虽然新能源汽车市场蕴藏着无限潜力，但仍有多场

硬仗要打。按照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四部门

联合发布的《关于 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

政策的通知》，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新能源汽车补贴标

准在 2021 年基础上退坡 30%。2021 年，“缺芯”风暴席卷

汽车圈，成为汽车生产和交付环节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不少业内人士担心供应链危机仍将延续到 2022 年。此

外，缺乏普遍意义的国民车、代步车，是新能源现有产品

结构的最大隐忧。

值得关注的是，百度、小米等科技企业再次掀起了

跨界造车热潮。这些科技企业凭借着雄厚的资金和技

术实力，再叠加深厚的汽车行业积累，将给中国汽车产

业格局带来更深刻变化。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抓住了机遇，在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的发展赛道于全球领先。期待在未来新一轮

竞争里面，中国品牌可以进一步与国际大品牌并行前

行，同台竞技。

银企精准“浇灌”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卢翔 通讯员 赵琳婕 庄艳

“自从上架善融商务这个平台，我们的‘鄱

阳湖’系列大米一下子推向了全国，再也不愁

销路了！”日前，在江西省鄱阳县芦田工业园区

内的江西鄱阳湖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

李小昆谈起建设银行善融商务时说。

“鄱阳湖”大米产自鄱阳湖畔，良好的生

态环境成就了“鄱阳湖”大米的优良品质,然
而受疫情影响，加之品牌价值和影响力尚不

足，出现了销路受阻等问题。为帮助“鄱阳

湖”大米进一步打开市场、提高影响力，建设

银行江西省分行依托善融商务平台，精选多

个大米产品入驻“裕农优品”，积极整合多方

资源和力量，开展特色优惠活动。

不断创新帮扶方式

据悉，自 2021年以来，建行依托“善融商

务”平台开展系列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电子券

满减、龙支付随机减、工会提货、单位采购等

方式，不断畅通“消费助农”渠道，帮助乡村农

副产品拓展销路、打造品牌，取得明显成效。

普惠金融上山下田、“裕农优品”带货牵

线、金智惠民走进乡间……围绕金融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在支持绿

色农业、推进数字惠农、乡风文明建设等方

面，不断创新精准帮扶方式，以消费帮扶、旅

游帮扶、技能帮扶为抓手，切实扛起服务“三

农”的重任，释放“新金融”力量，灌溉乡村振

兴“万亩良田”。

“这一轮收成相当好，每亩可以多收几百

斤呢！”在赣州市宁都县东山坝镇石湖村辣椒

种植基地，正在忙着采摘辣椒的村民刘爷爷

喜笑颜开地告诉记者。

作为建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的石湖

村，因地处偏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巩固脱

贫成效压力巨大。

“按照当地镇政府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思

路，所有大棚统一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螺丝

椒。如何让辣椒丰产、如何让村民增收，成为驻

村工作队着力解决的头等大事。”建行驻村工作

队成员何国放介绍说，“我们协调买苗、种植等

各项工作，并主动参与到接苗、栽种等具体农活

中来，与村民们想到一起、干在一块。此外，还

开展‘裕农学堂’惠民培训，主动邀请相关专家，

把群众聚在田间地头，手把手教授辣椒种植管

护、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等实用技能。”

金融活水精准“浇灌”

上饶市广丰区排山镇牌门村是“十三五”

省级贫困村，而广丰马家红心柚是上饶市特

产，是中国主要的八大柚类之一，也是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但适宜种植马家柚的地方

多地处偏远山区，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

马家柚销售难、销售渠道少等问题一直困扰

着当地柚农。

建设银行上饶市分行广丰支行了解情况

后，决定运用“善融商务+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方式深入开展电商扶贫，经多次上门走

访当地政府和企业，成功与当地优质扶贫企

业江西齐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展开善融商务

合作，助力广丰马家柚“走出去”，打响广丰马

家柚品牌知名度。

近年来，在政府扶持下牌门村成立鲲鹏种

养专业合作社，主要种植广丰特色马家柚，法

人周鹏眼看红心柚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好，想着

多买一些树苗扩大种植，但是东拼西凑钱还是

不够。建设银行上饶广丰支行了解情况后，主

动承接信贷需求，给周鹏投放了一笔 30万元

的“赣农振兴贷”。

为了节省种植户的“脚底成本”，建设银

行上饶市分行组建专业团队上门逐户调研

生产、搜集材料，已完成 40 余户果农的材料

收集，并成功完成第一批 6 户 130 万元的贷

款投放。

该分行还在田间地头开起了“裕农学

堂”，向广大果农宣传金融知识和农业技能，

提高果农的金融素养和种植水平。为了提升

马家红心柚的销售，该分行将产品上线“善融

商务”平台，拓宽网上销售渠道，通过微信公

众号等线上平台进行大力宣传，全面提升马

家柚的品牌信誉。

每一个马家红心柚从一株小苗的播种到一

朵花蕾的绽放，再到瓜熟蒂落，都来源于果农们

的精心呵护，也离不开银行金融活水的精准浇

灌。如今，果农们干劲十足，期待着大丰收。

本报记者 徐潇

2022 年伊始，虚拟人异军突起，火爆异

常。影视公司、经纪公司、汽车公司，甚至地

产公司，都推出虚拟人，或做虚拟偶像，或做

代言人。细数跨年晚会上霸屏的虚拟人，有

真人的数字孪生,如邓丽君虚拟形象出现在

江苏卫视跨年晚会舞台；有全新的虚拟偶像,
如湖南卫视《你好!星期六》虚拟主持人“小

漾”亮相,据称“小漾”是国内首个常驻且人格

化培养的虚拟主持人；快手推出电商虚拟主

播“关小芳”，车企公司吉利也在近日推出了

虚拟代言人。

“风口已至”？

虚拟人如此火爆，被认为是“风口已至”。

据西南证券数据整理，2020 年中国虚拟

偶像核心产业规模为 34.6 亿元，同比增长

68.8%；虚拟偶像带动周边市场规模 2020 年

已达 645.6 亿元，刚刚过去的 2021 年则预计

达到 1074.9 亿元。预计到 2023 年，中国虚拟

偶像核心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200亿元。

首先冲入虚拟人市场的是影视娱乐公

司。偶像频繁“塌房”，而虚拟偶像风险小、回

报高，可以赋予人格、可以按照需求来培养甚

至更改、弃用。

另外，虚拟人开始逐渐取代流量明星和

超模，成为火热的品牌代言人。虚拟偶像AY⁃
AYI面世至今仅半年，就已经与娇兰、安慕希、

保时捷等知名品牌合作。有数据表明，此前 4
年，全球范围内与虚拟人物相关的合作案例，

已覆盖到 100家奢侈品、时尚、美妆零售商。

当下，直播、网红也成为虚拟人的重要舞

台，如美国虚拟主播 Code Miko、日本虚拟模

特 IMMA、中国虚拟歌手洛天依等。

利好与痛点

2021 年 10 月，广电总局发布的《广播电

视和 网络视听“十四五”科技发展规划》中指

出：“要推动虚拟主播、动画手语广泛应用于

新闻播报、天气预报、综艺科教等节目生产，

创新节目形态，提高制播效率和智能化水

平”，首次明确地鼓励和支持虚拟人的发展。

据天眼查不完全统计，2021 年初至今，

虚拟偶像领域的初创企业已获得 25笔融资，

所融金额从数百万元人民币到数千万美元

不等，SIG 海纳亚洲基金、蓝驰创投、顺为资

本、金沙江创投等明星机构纷纷入局。

技术的日臻成熟，是推动虚拟人发展的

内核动力。四十年前，虚拟人还是“纸片人”

形象，现在已进化为具备模型高精、人工智能

驱动特点。据业内人士介绍，第三代数字人

的建模和内容生产均有 AI参与，这使得数字

人的制作效率更高，也更智能，能面向更多应

用场景。

有关专家指出，虚拟人目前的痛点是：产

业不能协同，公司之间没有有效整合，没有形

成完整产业链。这使得制作虚拟人时，成本

很高。虚拟人虽然能干，但其研发投入也十

分巨大。一个 3D虚拟偶像的资金投入，可达

数十万至百万元。如果虚拟歌手要推出单

曲，从编曲到形象设计，成本更有可能高达

200万元，且不包括传播费用。

业内人士认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是，

大平台联合产业链共建生态，最终产生飞轮

效应，降低成本。

虚拟人异军突起

1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的一家超市内，顾客正在选购预制菜。
近年来，因为省时省力、口味上佳等优点，预制菜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天眼查数据显示，

我国共有超过6.9万家预制菜企业。近一个月来，某外卖平台的预制菜订单量同比涨幅超过
50%。在疫情背景下，人们居家用餐的频率增多，加之春节临近，预制菜销量及营业收入均有望
得到进一步增长。 本报记者 刘金梦 摄

预制菜走俏
春节消费市场

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前不久，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的黄河羊曲水电站主河床成功截流，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始全面

开工建设。该电站是国家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项目，总装机容量

120万千瓦，水库总库容 16.39亿立方米，年平均利用小时 3943
小时，年平均年发电量47.32亿千瓦时，项目总投资170.6亿元。

青海境内黄河上游水能资源丰富，先后建成了龙羊峡、拉西

瓦等 10座梯级水电站集群。作为我国首条±800千伏“青豫直

流”特高压外送通道的重要支撑调峰电源，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

建成投产后，该特高压外送通道即可满负荷送电，大幅提升特高

压外送通道的外送能力和地区新能源消纳，打造黄河上游清洁

能源基地提供有力支撑。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耗146.7万吨，可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441.2万吨、减少一氧化碳排放量385.8吨。

“深建材”平台发布赋能新生态
本报讯（记者刘友婷）日前，深铁集团直属单位深铁建材

打造的“深建材”交易平台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深铁建材产业

互联网交易服务正式上线启动。该平台是在深圳市政府及国

资委统一部署下成立，是服务于深圳市政府投资、国资国企投

资建设项目建材设备的重要集采窗口，聚焦于“建筑建材+轨

道交通”两大垂直领域，为整体产业降本增效、提供优质数智

化科技服务的产业互联网大平台。

目前，“深建材”平台已与上下游 47家头部企业达成战略

合作，平台入驻合作伙伴 112家。据悉，该平台已成功联接多

家主流垂直电商，上架土建材料、装修装饰、工程装备、备品备

件、办公物资等商品超 58万件。

云南滇中引水全年开挖掘进突破200公里
本报讯（记者黄榆）1月 17日，记者从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

建设管理局了解到，经过 4年多时间的紧张建设，全线工程取得

重大进展。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理局最新统计，2021年，

滇中引水工程开挖掘进达到 200.32公里，全年突破 200公里。

目前，输水工程累计开挖掘进 365.25公里，占施工总里程 755公

里的48.4%，整体进度较初步设计报告批复计划提前约半年。

1月 10日，由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的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楚

雄段施工 3标隧洞开挖累计突破 10000米，项目隧洞开挖施工

完成近 50%，喜迎新年“开门红”。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

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中的标志性工程，也是我

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工程途经

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红河等6个州市35个县区，由于穿

越横断山脉和多条断裂带，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因此分

为40个标段、366个工作面、21000多人同时开展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