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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④G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年来，广州不断出台新政策、新举措，鼓励各类传统商圈特

色化、差异化发展。北京路步行街等一批传统商圈加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展现出新的活力，

成为消费新地标。

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叶小钟 赵思远

北京路步行街，是广东省广州市的老牌

商圈。广州原址经营历史最悠久的百货公

司——新大新总店，就位于北京路上。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北京路街面上熙熙

攘攘，新大新总店的里里外外也热闹非凡。

游客人来人往，打卡拍照的国潮爱好者络绎

不绝……在广州加快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背景下，这家老字号百货借助数字化赋能和

传统文化加持，正在展现新活力，成为新地标。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年来，广

州不断出台新政策、新举措，一批像北京路这

样的亮点商圈持续涌现。

老店面展现新业态、新面貌

唐朝画作、宋朝服饰、元代瓷器……漫步

在新大新总店内，每一层都有独特的朝代印

记，每一处都有能让人驻足的国风佳景。

两年前，秉承“引领时尚、推陈出新”的理

念，新大新总店围绕“国潮、新消费、时尚旗舰

中心”三大特色，全新升级为“新大新国风”，

以唐、宋、元、明、清 5 个朝代的建筑、艺术、服

饰、用品为元素，通过“一层一朝一景”绽放

“千年古道、百年老店”新面貌。

大楼的外立面，安装了 1200 平方米的

LED 巨幕。置身巨幕前，消费者可感受裸眼

3D 画面带来的视觉冲击。这面 1200 平方米

的 LED 屏幕同时还具有实时联网互动等功

能，让大家在操作时颇具沉浸感。

除了 LED 巨幕，新大新总店还在软硬件

设施方面全新部署，各楼层实现了移动 5G 网

络和无线 AP全覆盖，各主出入口实现了智能

感知设备全覆盖，智能运维物业设备也实现

了节能管理。

新大新总店的蜕变不仅让老顾客感到新

意十足，还引流了一批年轻粉丝。市民王先生

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孩子是科技控，商店焕新

亮相后，孩子既能在大屏上联网互动，又能在

位于门店首层的华为体验店内过把数码瘾，还

经常约同学一起身穿汉服在门店内打卡拍照。

老街区走上智慧焕新之路

老店面展现新业态、新面貌，老街区也走

在智慧焕新、促消费升级的快车道上。

2022 年 6 月 12 日，广州非遗街区（北京

路）正式开街，元宇宙非遗街区也同步上线，

成为全国首条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开放的非遗

街区。广州非遗街区（北京路）从“行花街”这

一广府民俗出发，打造“永不落幕的花市”，重

构广府人关于“行花街”的精神印记，希望通

过人们喜闻乐见的非遗民俗，加固历史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连接。

打造元宇宙非遗地标，是北京路全方位

打造智慧街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北京路

依托广东联通 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数字新基建，以“人、事、物”数字化、智能化、

智慧化，推动管理提效、服务提质、营销提气。

北京路通过平效、提袋率、驻留时长等独

具特色的商业数据指标，在智慧服务平台上

即时呈现客流、营收等数据，提供公安、民政、

人社等 179 项自助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可以

进一步优化完善综合平台，商家能够享受高

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智慧管理升级，智慧服务升级，游客和消

费者在北京路的旅游消费体验也在升级。通

过引入并推广普及智能导购、虚拟试衣、虚拟

试妆镜等应用，北京路打造出沉浸、体验、互

动的新消费场景，让消费者享受“看得见、找

得到、用得好”的便利服务。

最新数据显示，北京路新业态、新消费比

例从 38%提升至 72%，年轻游客占比从 50%提

升至超 70%，消费者满意度达 94.1%。

提升品牌吸引力和业态活力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两年来，广

州不断出台新政策、新举措，力争让更多像北

京路这样的亮点商圈争相涌现。

2023 年 3 月 8 日，《广州市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发展规划（2022—2025 年）》正式对

外发布并实施。这是全国首部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主题规划。

根据发展规划，广州计划用 5 年左右时

间，基本建成“湾区制造”引领、全球资源荟

萃，错位互补协同、城乡生态包容，文商旅体

融合、岭南文化凸显，自由便利流动、交向互

济共进，面向世界的数智化、时尚化、现代化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针对传统商圈的转型，广州鼓励各类传

统商圈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推动一批传统商

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发展“首店消

费”、夜间消费等新业态，积极引进有引领性

的旗舰店、概念店、定制店，引导中华老字号、

广州老字号和特色品牌入驻，提升商圈品牌

吸引力和业态活力。

在构建产业型、流量型、服务型消费体系

方面，广州明确，以纺织服饰、美妆日化、珠宝

首饰、箱包皮具等特色产业为时尚消费基础，

打造“服饰+美妆+珠宝+箱包”全时尚消费链

条；构建“一带三区五圈”全域旅游消费格局。

除了强化“硬设施”，还要优化“软环境”。

目前，广州已提出构建适应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打造让国内外消费者舒

心的消费环境，加强与香港、澳门地区消费维

权组织的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探索建立粤港

澳大湾区跨境消费权益共同保护机制。

“数字化+国潮”赋能老字号焕新，街区智慧升级带来更优质消费体验

广州为都市消费注入文化元素和高质量基因

本报记者 赵黎浩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省昭通市，曾经

是交通路网的“死角”。随着昆水公路、内昆

铁路和水麻高速公路等建成通车，这个山高

谷深的深度贫困地区得以打破区域隔绝、破

除地理屏障，成为川滇交通线上的重要节

点。一条条交通要道如巨龙般在天堑峡谷间

穿梭盘旋，带动当地焕发出新的活力，加速实

现跨越式发展。

旅游品牌因路而旺

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鲁驿站出发，

沿着昭璞绿道骑行，绿道一侧，村民在田地里

忙碌着。这条绿道连接大山包自然保护区与

昭通城区之间的旅游观光慢行道路，沿途经

过田园、村庄、山地、隧道、水系等，自然风光

独特多变，形成“一带、五站、四园、五景”的生

态廊道系统。

独特的风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如今，来

昭璞绿道骑行、徒步、观光、旅游的市民日均

达 1200人次至 2000人次，2022年来访游客量

突破 33万人次。

昭通市航空旅游集团负责人罗江名介绍，

昭璞绿道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提供了观光体验

的空间廊道，带动了沿途旅游产业发展，促进

区域“旅游+体育”“旅游+农业”“旅游+交通”

的深度融合，提升了昭通人居环境和大山包景

区旅游品牌，促进了昭通经济社会发展。

昭通大山包国家公园有着“中国黑颈鹤

之乡”之称，是集高原峡谷、高原湖泊、高原湿

地、高原草甸、高原珍禽 5 大类自然资源为一

体的世界级生态保护地。

航空旅游集团职工马志维告诉记者，以前

的大山包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国道G356线昭

通大山包一级公路的修通，带动了沿线的旅游

产业发展，加快了大山包脱贫致富的步伐。

目前，昭通市正打造“环大山包旅游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推动马帮、住宿、餐饮、庄园

等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农特产品销售、民宿经

营、餐饮服务等业态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苹果产业因路而兴

昭通市昭阳区洒渔镇三台村苹果园间，

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随处可见村

民用三轮车装载苹果拉回家。

“路修通后我们省了很多人工，以前一个

人挑 10 挑苹果回家要花一天时间，现在一车

可以拉近 20 挑、约 2000 斤苹果，一个小时就

可以拉回去，省了近 9000 元请工人的钱。”村

民李佐标说，“现在村民家里都有三轮车，条

件好一点的还开上了货车、轿车。”

近年来，昭阳区投资 5800 余万元打造沿

线集特色餐饮、风情民宿、娱乐观光、苹果采

摘于一体的洒渔河流域示范段，覆盖 13.1 万

亩苹果种植区域，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生产运

输效率，扩大经济效益。

交通便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家都到

镇上采购苹果。“高峰期的时候差不多一天销

量在 3000吨至 5000吨，我家约 13亩地的苹果

能卖近 30万元。”李佐标说。

如今，“交通+物流”正助推当地产业“动

脉”进一步畅通。近年来，昭通紧抓洒渔苹果

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进交通与物流深度

融合，进一步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出村”

双向渠道。目前，当地已引入大型物流企业

网点 24 家，淘宝、京东等平台经营商 500 余

户，切实增强产业发展“脉动力”。

贫穷小城借路复兴

昭通市盐津县豆沙关，历史上曾是川滇

交通线上的重要关隘。自秦朝修建五尺道

后，盐津县就成为出川入滇的重要枢纽，物资

流通曾为当地百姓带来很多收益。但在历史

变迁中，古道废弛，盐津县也因交通落后而逐

渐衰落。

如今，交通巨变让盐津县重新向交通枢

纽的位置靠拢，昔日贫穷的小城正在重现生

机活力。

在盐津县豆沙关，秦五尺道、关河水道、

昆水公路、内昆铁路和水麻高速公路五道并

行，成为交通奇观。2008年，水麻高速建成通

车，结束了昭通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同时也

极大带动了盐津经济社会发展。

盐津县委书记杨仕翰告诉记者，盐津县

还要修 3 条高速公路，一条是 G85 复线，一条

是从昭通永善县到宜宾筠连县的高速公路，

还有一条是盐津到镇雄再到毕节的高速公

路。“3条高速公路修通后，盐津又会成为四川

到云南的一个交通枢纽，将为盐津发展带来

新的机遇。”杨仕翰说。

如今，盐津县也在交通提升方面下功夫，

以更好迎接未来的机遇。围绕关河两岸，盐

津打造了 173公里的交通大环线，建设了 38.7
公里的美丽公路，同时为过往车辆和游客提

供更好的停车休息等服务。

旅游因路而旺，产业因路而兴

交通巨变助乌蒙山腹地实现跨越式发展

本报北京1月1日电 （记者北梦原）记者今天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202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元旦

假期期间），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预计发送旅客总量

12812.64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元旦假期期间）增长 78.4%，

比 2022年同期增长 33.1%。

其中，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4420.2 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

增长 177.5%，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104.8%；公路预计发送旅客

7699.8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46.1%，比 2022年同期增长

8.6%；水路预计发送旅客 173.64 万人次，比 2023 年同期增长

72.9%，比 2022年同期增长 36.3%；民航预计发送旅客 519万人

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 140.3%，比 2022年同期增长 110.9%。

今天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普遍迎来返程高峰。

面对车流人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全力做

好路网调度、运输组织、安全应急、疏堵保畅等工作，切实保障

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其中，为畅通回家之路的“最后一

公里”，北京公交集团重点聚焦返京后地面交通接驳工作，做

好火车站地区运输保障，保障目前无地铁线路接驳的北京朝

阳站运输工作，为途经北京朝阳站、北京西站等客流较高的夜

7 路、夜 8 路等 8 条重点夜班线路配备机动运力，确保站台无

乘客滞留的情况出现。

元旦假期预计发送旅客超1.2亿人次
交通运输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返程高峰

本报北京1月1日电 （记者杨召奎）今天是 2024 年元旦

假期最后一天，记者综合马蜂窝、同程、去哪儿、途牛、飞猪、途

家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今年元旦假期，长线出游

呈现南方游客北上看雪，北方游客南下避寒的趋势，“南北互

换”式跨年成潮流。

今年元旦兴起了一阵“在外地跨年”的潮流。去哪儿数据

显示，今年元旦期间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量比 2023年同期

增长七成。

最近，“南方小土豆”“马铃薯公主”火了，背后体现的是南

方人高涨的冰雪游热情。飞猪数据显示，元旦假期该平台冰雪

游预订量同比增长126%。同程数据显示，元旦假期该平台国内

冰雪旅游热度环比上涨216%，哈尔滨旅游热度同比上涨240%。

玩法方面，充满仪式感的“新玩法”成为年轻人的跨年首

选。马蜂窝大数据显示，焰火和音乐是迎接新年氛围的标

配。今年元旦假期期间，“跨年烟花”“跨年演唱会”热度大幅

上涨 187%和 249%。

民宿方面，木鸟民宿数据显示，今年元旦假期该平台民

宿订单达到 2023 年元旦假期的 3 倍。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

年元旦假期该平台热门城市民宿预订量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4倍。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多国签证免签等各类利好政策落地，

出境游市场也迎来复苏。途牛数据显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是该平台用户更为青睐的出境游目的地。此外，“新马泰”海

岛游、日本温泉游、新西兰避寒游以及北欧的冰雪游和极光游

也是游客的热门选择。

南方游客北上看雪，北方游客南下避寒

元旦假期“南北互换”式跨年成潮流

本报讯 （记者杨明清 张嫱 通讯员宋洁）近日，山东省烟

台市迎来持续强降温降雪天气。为做好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烟台交通运输行业多举措提高运输效率、提供优

质服务，全力以赴保供保畅。

在接到气象部门发布的降雪通知后，烟台公路部门 1200
余名清雪防滑突击队队员以雪为令，提前储备清雪物资，时刻

关注雪情预报，及时启动清雪防滑应急预案，确保全市“菜篮

子”、能源等重点物资运输畅通、高效通行。

快递物流的平稳有序运行对于保障民生物资运输、支撑

产业供应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寒潮天气，保质保量完成派

送任务成为各家快递物流公司工作的重点。

2023年 12月 21日，美团骑手李明时从早上 7点便开始了

工作，他的口罩挂满冰霜，配送箱上满是积雪。“遇上这种大雪

天，订单量更是多了不少，美团地图自动匹配最佳路线，帮助

我们按时完成送达。”李明时说。

面对冬季特殊天气，烟台美团外卖启动了“严寒保护”应

急机制，在暴雪、大风等特殊天气下，为骑手提供配送补时、超

时免责等帮助，并动态调整配送半径，缩短骑手暴露在户外的

时间，让他们安心、安全地为市民送餐。

为保障快递点的正常运转，烟台顺丰速运提前建立极端天

气预案机制，成立应急小组，为每个网点增派车辆和人员，弹性

调配补充运力，确保暴雪天气下的高效履约。及时向快递小哥

们推送检查车辆、积雪绕行、路面特殊情况突发处理等安全常

识，并在网点内配备了驱寒红姜糖、奶茶等物资，供其取用。

“以顺丰、美团为例，烟台快递企业建立多元化极端天气预

案机制，不仅强化了运力部署、升级了运力装备，也为骑手安全

骑行提供保障和支持。”烟台市快递行业工会相关负责人说。

多方努力之下，烟台市道路通畅，市场商品供应平稳。

重点路段全天清雪作业，快递物流启动应急机制

寒潮来袭烟台多举措保供保畅

本报讯 （记者时斓娜）国家统计局日前

发布的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显示，京津冀协

同 步 伐 坚 实 ，区 域 发 展 指 数 进 一 步 提 升 。

2022 年该指数达 145（以 2014 年为基期），比

2021 年提高 5.1。其中，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是主要支撑力量和上升动力。

根据测算结果，京津冀区域创新水平快

速提升，集聚更多高质量发展动能。 2022
年 ，京 津 冀 区 域 创 新 发 展 指 数 为 176.7，比

2021 年提高 11.6，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升，

创新产出与效率继续提高。2022 年，京津冀

区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4260.9 亿

元，同比增长 7.9%；区域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 万亿元，劳动生产率达到 18.6 万元/人，同

比增长 5.5%。

同时，京津冀三地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生

态环境不断改善。2022 年，京津冀区域绿色

发展指数为 165.1，比 2021 年提高 7.7，节能降

耗逐步深入，生态环境更加优美。2022年，按

可比价计算，北京、天津、河北万元地区生产

总值能耗分别下降 3.6%、2%、3.9%。

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进一步提升

1月1日，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光明路
街道普查员在一家连锁药店登记普查信息。

当日，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现场登记
工作正式启动。 新华社发（孙中喆 摄）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
现场登记工作正式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记者日前

从山西省能源局了解到，经过 5 年试运行，山

西电力现货市场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转入

正式运行，成为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电力现

货市场。

电力现货市场是电力市场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竞争形成体现时空价值的市场

出清价格，并配套开展调频、备用等辅助服务

交易，对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

系、形成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

在电力现货市场，火电厂也要“看天吃

饭”。在新能源电力大发时段，电力现货分时

电价可降为零，火电机组只有拥有灵活的调

峰能力才能降低成本；新能源出力不足时，分

时电价最高达 1.5 元/千瓦时，可激励火电机

组顶峰发电，引导电力用户移峰填谷，提升电

力保供能力。

山西是国家首批 8 个电力现货市场建设

试点省份之一，2018 年 12 月 27 日，山西电力

现货市场启动试运行。5 年来先后经过 7 次

结算试运行，运行周期从单日开始，逐步拉长

至周、半月、全月、双月，最终实现连续试运

行，经历了一年四季各种供需情况、重大会议

及节假日、冬奥会保供等不同场景的检验，运

行平稳有序。

山西电力现货市场转入正式运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郑悦郑悦 编制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