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观潮G

企业·市场 2023年 1月 3日 星期二 7责任编辑：刘静

E－mail:grrbgzhsh@163.com

智
慧
养
老
要
多
从
用
户
角
度
出
发

阅 读 提 示

本报记者 赵昂

近日，上海市发布了该市《推进智慧

养 老 院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2023~

2025）》，提出到 2025 年底，上海至少完

成 100家智慧养老院建设任务。这份方

案同时提出，通过智慧养老院建设，在养

老机构集成应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信

息化管理系统，提升养老机构运营效率

和服务质量。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共

有 1800 余家智慧健康养老企业，其中

2021年新增注册企业 230家。而从 2012

年至 2021年这 10年时间，我国智慧健康

养 老 企 业 注 册 总 量 从 近 百 家 增 长 至

1600 家，增速可见一斑。换言之，智慧

养老正在日益受到投资者的认可。

不过，老年人数字鸿沟问题客观存

在,也有声音认为，老年人对智能工具的

接受能力有限，智慧养老会不会在实际

操作上出现“水土不服”呢？毕竟，老年

人对智能工具的掌握能力不足，不仅仅

是因为不会用，也与老年人目力手力衰

弱不无关系。年轻人轻轻点击手机就能

搞定的事情，对于一些部分失能的老年

人来说，已经力所不能及。比如，看不清

手机屏幕上的小字，手指无法准确点击

屏幕上的选项，这样的现实问题，是不能

回避的。

正因如此，智慧养老要多从用户角

度出发，来进行系统内设计和产品推

广。这里所说的用户，既包括老年人本

身，也包括智慧养老的机构参与者，包括

社区、卫生机构、养老机构以及其他经济

组织和社会组织等。这些机构往往依托

市场化的模式，以采购服务的方式实现

智能化改造。

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智慧养老的

产品设计，需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客观生

理条件和接受能力，尽可能与老年人能

够接受的形式对接上，保留非智能操作

模式和空间，实现非智能模式与智能产

品的无缝嵌入。而从机构的角度来说，

智慧养老应该更注重于系统的智能化、

服务模式的智能化，而非片面追求老年人操作端本身的

智能化。

智慧养老是个大产业，其涵盖的范围很广。仅养老

机构这一类单位，就涉及智慧入住管理、智慧餐饮管理、

智慧健康管理、智慧生活照护、智慧安全防护、智慧管理

运营等诸多方面。推而广之，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每

一个老年人可能去的地方，每一个存在老年消费群体的

产品，都有适老化改造的需要，也就有智慧养老方面的改

造需求。

换言之，智慧养老的改造，涉及诸多行业，甚至是全

社会全行业，这既是潜力巨大的大市场，也是细致复杂的

大课题。这样的智慧养老改造，应该更多从系统本身出

发，寻求系统的高效化、产品和服务的便捷化，实现信息

多跑路，数据多计算，让老年人“少跑腿”“少动手”“少用

眼”，而非片面提升个人客户操作端的智能化程度，那样

的话，反而会增加老年人智能化负担。

当然，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机构，老年人的参与

程度和参与模式不一，不同行业领域如何实现各自的智

慧养老改造，需要哪些投入哪些突破，也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博物馆在免票政策之下收入不减反增，这归功于文创产品的开发。数字技术的注入，使传统文化的发展逐步跃升为文创新经济产业

博物馆文创如何抓住新消费风口
本报记者 李国

“这个盲盒里面加入了很多海底元素，比

如蓝色的水晶泥，还能挖出仿制的宝贝和很

多贝壳海螺，我特别喜欢！”2022 年 12 月 30
日，重庆年货节开市，重庆龙湖巴蜀小学 10
岁的洋洋，一拿到爸爸买给他的博物馆文创

新年礼物就兴奋地说。

近年来，博物馆在免票政策之下收入不

减反增，这归功于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开发。

无数对博物馆、传统文化、历史有兴趣的人，

组成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庞大的消费群体。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博物馆业的收入在 2019
年已经增长到了 337.63 亿元，2021 年因疫情

影响缘故略有下滑，但整体数据仍在 326.97
亿元。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 67.2 万余家

文创相关企业，近 6000 家博物馆。据不完

全统计，仅故宫博物院就申请了 384 个文字

商标，其对外投资企业共申请了 660 个文字

商标，如角楼咖啡、故宫雪糕等一系列文创

产品。

精彩纷呈的文创产品

元旦期间，在重庆工业博物馆，800 匹马

力蒸汽机零件、齿轮等工业元素，化身为丝巾

上明亮的符号、手链上创意的坠饰，将工业博

物馆的特色和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记者在三峡博物馆的线上文创商店看

到，一款“松石间意”古琴茶盘正在预售。古

琴茶盘外形几乎完全从琴身复制而来，就连

“绍圣二年东坡居士”的题字和“坡仙琴馆”朱

印也原样复制。所不同的，只是少了琴弦，多

了排水口。这让茶盘充满古意，和古琴形神

兼具，成为新消费品。

事实上，已有多款设计独特甚至“丑萌”

的博物馆文创成为网红产品，比如三星堆博

物馆川蜀麻将摆件，河南博物院、陕西省博物

馆的另类“考古”系列盲盒等。“丑萌”背后是

各大博物馆开拓创新的互联网思维，以轻松、

搞怪、“不太严肃正经”的方式成为文物文创

的“一股清流”。

《工人日报》记者发现，面对节奏紧张、工

作压力普遍较大的观众，“丑萌”可爱的模样

可以让人放松心情，还有许多与“绿码”同音

的创意，顺合了当下人们对疫情早日消除的

期盼。这种放松又解压的方式，的确让消费

者难以拒绝。

“文创产品将历史文化元素融合进了

普通商品之中，为随处可见的平凡日常，增

添了几分具有文化旨趣的温情意味，进而

拉动了人们的选择与购买。”中国博物馆协

会文创产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吴明说，近

30%的博物馆文创产品价格在 49 元以内，

22%的产品价格分布于 50 元~99 元这一区

间。数据显示，87.5%的消费者曾为自己购

买文创产品；57.7%的消费者曾购买文创产

品赠送给他人。

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新文创消费趋势报告》也显示，围绕历史、文

化 IP 进行文创开发正呈现出井喷态势，不少

热门产品的销售额几何级数增长。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 2500 多家博物馆、

美术馆、纪念馆围绕自己的馆藏产品进行 IP
开发，不少小博物馆也试图通过研发小巧可

爱的文创产品，来吸引游客们的喜爱。

文创潮牌如何炼成？

作为重庆的一张文化名片，三峡博物馆

年均服务观众超 300 万人次，产品年销售额

也从早期的约 80 万元提升至约 1300 万元。

在三峡博物馆文创部主任池林看来，这些成

绩都得益于持续的创新。

“在文创开发中，把文物藏品衍生为日常

用品，创意设计是最重要的一环，既要自然贴

切又要带给人惊奇。”池林说，与古琴茶盘相

似，一组“巴蜀汉韵”陶瓷杯垫借文物本身的

外形，把三峡博物馆馆藏的“东汉六乳四神禽

兽纹铜镜”“汉灰陶青龙瓦当”等做成杯垫，巧

妙又自然。

“首先是机制创新，我们摸索出一条‘博

物馆+高校+企业’结合的路子，博物馆有文

物资源，高校有设计优势，企业懂得市场需

求，三方合力产生了 1+1+1＞3 的效果。”池

林说，将文创开发上升为课题研究，通过产品

迭代良性循环，文物得到更好活化，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博物馆文创产品以自身强大的原动力，

构成了推动文化产业进步的有力车轮，为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铺设下通向

未来的深刻车辙。”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总经

理家洛说，根据“天猫新文创 2.0 计划”，未来

3年，让全球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上天猫，

并与 1万个品牌进行跨界合作。

“博物馆可以通过与更多互联网机构

合作，通过数字化技术让历史与未来跨时

空对话，重塑观众参观和认知体系，让文物

以更便捷的方式，进入大众身边，让观众更

容易了解到文物背后的文化，感知到博物

馆的力量。”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告诉

记者。

文化需求全面升级

博物馆文创只是众多文化类产品的一

个代表，它的兴起预示着一个文化繁荣时

代的到来。当现有行业已然乏力时，所释

放的用户需求将成为新消费领域的发展原

动力。

2022 年新晋的热门新文创——数字藏

品，成为文创的新潮流。以广东为例，该省多

家博物馆连续上线多款数字藏品，均被迅速

抢购一空；湖北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藏品“越王

勾践剑”限量万份，上架“秒空”；西安曲江大

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宇宙·千宫系列”数

字藏品总营收超过 60 万元……和普通文创

产品相比，数字藏品的传播效率可以呈指数

级增长，这为博物馆的文创产业发展提供了

新的方式。

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高碧春表示，博物

馆文创要以通过文创传播文化为目的，既吸

引公众对博物馆的关注，又实现博物馆的文

化辐射。近年来，该馆年均开发文创产品十

余种，2021 年十二生肖水晶内雕、2022 年的

恐龙口罩等文创产品都好评如潮。

在重庆，文创产品已经成为沟通博物

馆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三峡博物馆等十余

家在渝文博单位联合成立三峡文化创意产

业联盟，就文博创意研发、资源共享等方面

加强合作，取得不少成果，包括云阳博物馆

“江上风清”系列、夔州博物馆“诗哥天团”

系列、忠州博物馆“良玉·良遇”系列等产品

都广受好评。

“数字技术的注入，也为文创产业开拓新

的展现空间、开创出新的表现形式，使传统文

化的发展逐步跃升为文创新经济产业。”在长

期从事文创工作的腾讯品牌经理肖茹丹看

来，如 3D 打印的故宫吉祥物，敦煌研究院推

出的敦煌动画剧、“敦煌诗巾”小程序等数字

产品广受欢迎，跨界联名也成为了文创“破

圈”的另一新形式。

“如今，博物馆的文化需求全面升级，逐

步朝虚拟化、年轻化、时尚化发展。”重庆工商

大学莫远明教授说，博物馆相关的综合场景

营造及时尚生活方式倡导成为新的热门需

求，通过“打卡”博物馆构建“博物馆社交圈”

成为新生代文化消费时尚。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吕娜

冬日暖阳照耀着大地，行走在南疆阿克

苏，一组组蔚蓝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一座座升压汇集站，在戈壁滩上肃然伫

立；一个个新能源项目开工建设的喜讯，让人

感受到蓬勃昂扬的发展气息。

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水土光热等优

势资源，抢抓国家、自治区新能源产业发展利

好政策，大力发展以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

为代表的绿色低碳产业，以此为新动能，不断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生态环境、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

“借光”聚能

位于戈壁滩上的新疆乌什县阿合雅镇光

伏产业园，远远望去，犹如一片“蓝色海洋”，

鳞次栉比的光伏板在阳光下泛起层层“涟

漪”，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昔日茫茫戈壁荒滩给人留下的印象只

是生长着骆驼刺的地方，而随着光伏发电

的兴起，“借光”聚能的戈壁滩换了模样。

乌什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光热资

源丰富，年总日照时长超过 2800 小时，是建

设大型光伏电站的理想之地。目前，乌什

县光伏电站总装机已达 115 万千瓦，总投资

60 亿元。其中，已建成电站 7 个，装机规模

25 万千瓦；在建电站 3 个，装机规模 90 万千

瓦，计划 2023 年实现并网发电。届时，乌什

县装机规模将位居南疆前列，实现年发电

量约 16.86 亿千瓦时，总产值约 4.42 亿元。

近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将发展光伏发

电产业、打造大型光伏发电基地作为挖掘经

济增长点、转换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和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截至目前，建成光伏发电站 28 座，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 108 万千瓦，占全地区发

电装机容量的 21.6%，

目前，共有在建光伏发电项目 12个，装机

容量 335万千瓦。预计 2023年年末，光伏发电

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443万千瓦，是“十三五”末

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的 4.5倍，可再生能源发电

装机占比将从“十三五”末的46%上涨至68%。

发电弃光率低

近年来，阿克苏地区按照“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推进”的工作思路，组织有关部门、行

业专家、国网公司、第三方咨询机构共同研究

制定符合地区实际的能源产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着力推进能源产业体系建设。

同时，从“新能源电源建设、电网建设、配

套产业发展”三个层次，系统谋划了一批产业

发展项目，力争通过规划项目实施至“十四

五”末，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500 万千瓦，

力争建成自治区千万千瓦级新能源产业集群

和南疆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助力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

据了解，2022 年阿克苏地区实现市场直

接交易电量超过 80亿千瓦时；光伏发电项目

平均利用小时数超过 1296小时，发电弃光率

不足 4.2%，弃光率持续稳定在国家规定 5%预

警线以内。

充电设施加紧建设

随着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碳减排”、低

碳出行等生活方式正被接受。前不久，记者

走访阿克苏市多家汽车 4S店发现，新能源汽

车广受消费者青睐。

“我以前开燃油车，自从买了这台纯电汽

车后，发现电车独有的即时响应感让我体验

到驾驶的乐趣。”车主王先生说，“新能源汽车

经济实惠，还低碳环保。”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产品结构日趋

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对改善能源消

费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能源汽车、公交车等凭借独特优势，在阿克苏

占得了一席之地。

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及应用，关键在于配

套设施建设。为此，阿克苏地区高度重视充

电设施建设。截至 2022年年底，地区已累计

建成各类集中式充电站 22 座。天眼查数据

显示，目前新疆地区有充电桩相关企业 5380
余家，2021年新增注册企业增速达 70.4%。

“我们将抓住国家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战略机遇，以深化电力能源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构建绿色交通体系为方

向，重点围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产业发

展，加快建设绿色高效、智慧便捷、融合开放

的产业发展新生态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新动能。”阿克苏地区工信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史红说。

聚揽好“光景”“造伏”一方百姓

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升级新动力

博物馆文创产品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一件用于交换与流通的商品。无数对博

物馆、传统文化、历史有兴趣的人，组成了博物馆文创产品庞大的消费群体。如今，博

物馆的文化需求全面升级，逐步朝虚拟化、年轻化、时尚化发展。

国内首条非遗再造地铁线

深圳地铁16号线正式开通运营
本报讯（记者刘静）2022 年 12 月 28 日，中国铁建承建的

国内首条非遗再造地铁线——深圳地铁 16 号线正式开通运

营，标志着深圳市的地铁线路全年新增里程达到 128公里，形

成了 17条运营线路、559公里线网长度的网络格局，运营总里

程升至全国第四，线网密度、客流强度等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推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进程。

深圳地铁 16 号线全长 29.2 公里，起于龙岗区大运站，止

于坪山区田心站，穿越大运新城、龙岗中心城、坪山中心区等

重要城区，串联起深圳东进战略的枢纽门户区及核心引领区，

连通深惠两地，组成了深圳市“东进战略”的骨干线路，采用全

自动最高标准的 GOA4 设计，所有运营场景和紧急处理场景

全部实现自动化，开通初期即可实现全自动无人运行。

该线路途经客家文化区，沿途有多个客家文旅地标，是国

内首条与“客家文化”相结合、以“阳光+家”为文化主题的地

铁线，车站设计从客家围屋和半月池形态提取设计元素，充分

体现了极具深圳特色的“滨海客家”人文精神。

国内港口首例

秦皇岛港完成卷钢龙门吊装卸无人化改造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戴春阳）经过近半年的

攻关，前不久，秦皇岛港杂货公司完成 2台卷钢龙门吊装卸无

人化改造并通过第三方验收，在国内港口首次实现了不同转

运形式的卷钢龙门吊装卸无人化作业。

据了解，此项改造包括卷钢接卸场地、相关设备、调度指

挥中心、无人操作智能展示室、远程控制室等环节的改造及建

设，通过采用激光传感、定位系统、自动化控制、视频等先进技

术，使卸卷钢进入堆场、装卷钢上车转运两个作业流程达到装

卸智能化、堆场数字化、生产标准化水平，整个作业流程正常

情况下无需人工介入。

改造后，装载卷钢的列车经过列车识别系统进入堆场指

定位置，自动化软件分解接卸指令，并按照预先设定好的优先

级别选择合适的龙门吊行走至列车旁。龙门吊主梁扫描仪完

成卷钢定位及信息核对后，吊具自动升降夹取卷钢，并根据自

动化软件规划的存储位置放置卷钢，存储位置信息反馈至自

动化软件后接卸作业完成。装车时，拖车引导系统引导拖车

至堆场指定位置，自动化软件引导龙门吊完成定位、信息核

对、起吊、装车作业，作业完成后信息反馈至自动化软件。项

目投产后，在大幅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作业

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提升港口卷钢接卸作业竞争力。

兴建粮仓惠民生

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亮相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解绍赫）

2022 年 12 月 28 日，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成都轨道集团共同研制的，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

在 成 都 下 线 。 该 车 四 辆 编 组 ，最 高 时 速

160km/ h，内置“氢能动力”系统，为车辆运

用提供强劲持久的动力源，零碳排放且能实

现 600公里超长续航。

氢能是一种清洁、零碳的可再生能源。

氢能市域列车采用氢燃料电池和超级电容相

结合的能源供应方式，替代原有接触网供电

方案，能量由氢气和氧气在氢燃料电池中进

行电化学反应产生，反应产物仅为水，无任何

氮硫副产物，并且反应过程平稳，噪音小，因

而具备环保、零碳的特征。

与此同时，车辆集成了众多智能前沿技

术，司乘体验更舒适。在智能控制方面，采用

最高等级的自动驾驶技术，赋予车辆自动唤

醒、自动启停、自动回库等智能行车功能。在

智能监控方面，设置多个智能检测系统，数千

个智能传感器，像带着随车医生，随时自体

检，自感知。首次采用 5G 大容量车地通讯，

实现车地信息传输的多网融合，以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列车运行状态进行评估，保障行车

安全。在智能交互方面，应用 OLED车窗、双

曲面屏、超薄屏等智能化乘客信息显示技术，

实现视频直播观看，出行信息查询；采用智能

照明系统，可根据车外环境自动调节亮度及

色温，提升乘坐体验。

2022年12月29日，宿迁市宿豫区新庄粮食储备库建设现场。为有效提高粮食安全保障
及应急调控能力，切实关心百姓民生，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于新庄镇万亩优质籼米基地设立
粮食储备库（粮食产业园）。该项目占地面积201亩，主体建设高标准低温储粮仓库21万吨，
日产规模300吨的籼米加工厂房和日烘干规模420吨的粮食烘干中心。 刘丽芳 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