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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节四大看点前瞻

2024 年春节即将来临 。 这个春节
有哪些新变化、 新气象、 新趋势？ “新
华视点” 记者通过一些关键热词做了梳
理。

【旅游】 春节带动全球
旅游消费

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 从春节期间
出发的目的地来看 ， 国内游北京 、 上
海 、 深圳 、 成都 、 广州 、 哈尔滨 、 昆
明 、 海口 、 西安 、 重庆机票预订量较
高。 2 月 11 日 （大年初二 ） 出行的预
订量较高， 接近节前高峰。

为迎接八方来客， 全国各地景区相
继送出 “大礼包”。 甘肃鸣沙山月牙泉、
玉门关遗址、 敦煌雅丹世界地质公园免
费向游客开放； 广西多个景区宣布对东
北三省游客实行门票优惠活动； 四川阿
坝州、 甘孜州、 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国有
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实行 “门票买一
送一”。

2024 年春节前夕 ， 农历新年被确
定为联合国假日。 农历新年被赋予更多
世界性 ， 也带动全球旅游消费进入旺
季。

数据显示 ， 2023 年 ， 中国有 4.24
亿人次出入境， 同比上升 266.5%。 2 月
9 日起， 我国和新加坡互免签证。 随着
免签国家增加、 国际航班恢复， 中国游
客的出境游热情高涨 。 在去哪儿平台
上 ， 泰国 、 日本 、 中国香港 、 马来西
亚、 新加坡、 韩国、 中国澳门、 澳大利

亚 、 印度尼西亚 、 阿联酋是热门目的
地。

“我姓瑞 ， 欢迎哈尔滨来与我相
会。” 瑞士国家旅游局局长用中文喊话
哈尔滨。 在这个春节， 北欧四国仿佛与
东北三省形成情感的共鸣。 在去哪儿平
台上， 与 “十一” 假期相比， 挪威、 芬
兰、 丹麦、 冰岛机票预订排名均上升了
10 名以上。 此外， 卡塔尔旅游局邀请
中国游客看熊猫， 吉隆坡 “唐人街” 安
排舞狮舞龙 ， 期待春节与中国游客相
逢。

【出行】 新能源车自驾
成风尚

今年春运 ， 客运量同比有较大增
长。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 春运首周，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13 亿人次。

火车票太抢手， 不少人选择自驾回
乡。

包头距天津大约 800 公里 ， 过去
10 多年， 杨顺利都是从包头开燃油车
回天津过年。 不久前， 杨顺利才知道，
沿线大一些的高速服务区大都可以充
电， 老家天津宁河区实现了公用充电站
乡镇全覆盖。 这让他有了开新能源车回
家过年的想法。

日前， 记者在天津周边农村走访发
现， 农村充电基础设施越来越常见。 以
宁河区为例， 国网天津宁河公司累计建
成公用充电站 136 座 ， 形成了一张城
市 、 道路 、 村镇全覆盖的充电服务网
络。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张星日前在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 截至 2023 年底，
全国共有 6328 个服务区配建了充电设

施 ， 占服务区总数的 95%， 北京 、 上
海、 河北、 安徽等 15 个省份高速公路
服务区已全部具备充电能力。

河北邯郸一名村民对记者说， 以前
新能源车 “下不了乡”， 现在充电问题
解决了， “不仅能开新能源车返乡， 春
节期间还能开着去拜年、 走亲戚”。

【餐饮】 年夜饭也可 “预
制” 老字号推陈出新

美食是中国人过年的重头戏。 餐饮
行业推陈出新 ， 满足了不同受众的需
求。

当餐厅里的年夜饭一桌难求， 预制
菜开始批量登上中国家庭的团圆饭桌。
在线上平台， 与年夜饭有关的预制菜产
品纷纷开展年货节等促销活动， 预制菜
年货礼盒上写着 “加热即食” “速食料
理” 等关键词， 均在各自旗舰店进入热
销榜。 10 道菜的全家福礼盒 ， 贴出了
500 元以内的亲民价格。 购买者纷纷给
出好评， 称 “发货挺快， 很适合假日囤
一些， 很方便”。

一盘盘大餐端上桌， 人们不仅要吃
出香味儿， 更要吃出文化味儿。 一些老
字号匠心独运， 结合当下的饮食趋势和
审美需求， 融入新的烹饪技术与食材，
为消费者提供了新的文化体验。

上海的 “中华老字号” 绿波廊研发
了 “画龙点睛玉龙糕 ”， 以熟咸蛋黄 、
肉松为馅， 外面点缀以自制的玫瑰酱，
为玉龙 “点睛”。 拥有百年历史的南翔
馒头店推出了青梅酒熟醉蟹黄小笼和
蟹膏鲜肉小笼 。 “这些美食属于非遗
制作技艺， 大家不只是吃美食， 更是品
味中国文化。” 南翔馒头店厨师长游玉

敏说。
春节期间 ， 年轻一代面对频繁聚

餐， 更愿意赴一场养生饭局。
“90 后” 青年张粤华在北京延庆经

营着一家温泉民宿 ， 房间内可以泡温
泉、 吃饭。 节前， 民宿 15 间房子已经
全部被预订一空， 消费者几乎都是年轻
人。

【电影】 “喜剧+” 唱主
角 票房表现受关注

截至目前， 已有 《热辣滚烫》 《红
毯先生》 《第二十条》 《熊出没·逆转
时空》 《飞驰人生 2》 《我们一起摇太
阳 》 《八戒之天蓬下界 》 等电影定档
2024 年春节档。

2023 年春节档 68.85 亿元的总票
房， 位列历年春节档第二， 让在疫情防
控期间沉寂了的中国电影市场迎来全面
复苏 。 2024 年元旦档票房刷新了中国
影视票房纪录， 春节档作为重点档期奠
定全年发展基调， 上映表现势必成为市
场关注的焦点。

影视行业出品人陈伟忠说， 春节档
这几部影片涵盖多种类型 ， “喜剧+”
色彩明显， 包括现实喜剧、 讽刺喜剧，
有关注小人物命运、 呼应现实问题的剧
情片， 也有自带粉丝的 IP 电影， 还有
主打合家欢的动画作品， 满足了不同观
众的口味。

“春节档影片竞争会很激烈， 但毫
无疑问的是， 只有创作更接地气， 更容
易引发观众的共鸣， 作品才会赢得口碑
和票房。” 他说。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梁 军 王井怀 翟 翔）

拆开中小企业的数字化“锦囊”
数量庞大、 充满活力， 中小企业好

似中国经济发展的 “毛细血管”， 是实
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小企业也是一面镜子 ， 折射着
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 近几年， 疫情叠
加资源和人力成本增长等因素， 家底比较
“薄” 的中小企业， 发展面临多重压力。

如今， 数字化浪潮正劲 ， 5G、 AI、
云、 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正在推
动生产方式、 工业设计、 经营管理等发
生巨变。 数字技术和中小企业相遇， 将
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窗明几净， 几十台机床整齐排列，
生产线井然有序， 一名工长正在电子屏
上梳理数据。

这里是安徽黄山昊宇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的工厂， 公司开创 4 年遇 “瓶颈”：
交货期、 工作进度靠经验估摸着来； 生
产数据、 工作排班、 生产不良率皆靠人
工登记， 效率低易出错； 工长每天 “算

人头” 就要花近 3 小时……
想创新， 要转型， 不知如何迈这一

步。
采访中， 记者看到不少类似的中小

企业， 提质增效决心空前， 但缺资金、
缺技术 、 缺人才 。 缺乏新理念和新工
具， 生产效率提不上来， 如何转型升级
成为 “新烦恼”。

转型路上，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三个
“不”： 因缺少人才和数据能力而 “不会
转”； 因融资难而 “不能转”； 因预期不
稳、 缺乏信心而 “不敢转”。

古时 ， 有人遇事犯难 ， 智者 “锦
囊” 相送解忧愁。

现在， 企业转型发愁， 政府送数字
化服务包分忧。

2023 年， 安徽省推出 3 亿元 “大礼
包 ”， 每户企业可申领 1 万元消费券 ，
聚焦企业管理、 生产制造、 设计协同等
领域， 在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数

字化转型升级。 不到一年时间， 3 万余
家企业使用了消费券， 平台为企业提供
服务次数超 500 万次。

借着数字东风， 昊宇机电申领了万
元消费券， 并在平台上申请了 “绿舟轻
MES 系统 V1.0” 数字化工厂软件。

电子工单替代纸质表格， 制造工序
数字化： 谁做哪个订单、 做了多少件，
每日产量统计实时掌控。

短短几个月， 数字化升级驱动生产
效率提升和管理优化， 昊宇机电工厂产
能随之提升约 10%。

近几年， 数字化赋能生产、 管理，
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尝到了甜头。

站在数字经济的风口， 拆开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 “锦囊”， 其实是促进数
字产业集群化发展和夯实实体经济的一
盘大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直面中小
企业技术薄弱 、 资金和人才有限等短

板， 政策 “服务包” 与时俱进， 构筑良
好的产业数据生态， 促进数据能力强的
大企业建立大平台， 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平
台上累积的庞大数据资源和网络新工具， 实
现数据资源和数字化能力的深度开发。

当前， 我国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
体系已基本形成，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之路越发清晰。 据统计， 截至 2023 年 9
月， 全国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达 50 家， 服务企业数量超 23.4 万家。

2023 年，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稳
步回升， 彰显了中小企业迎难而上、 自
强不息的发展活力。 从痛点、 堵点对症
下药， 数字化 “锦囊” 正从概念走向实
践深耕， 持续激发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潜能， 为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选对了路径， 破解了困境， 发展的
底气就更足了。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高 亢 吴慧珺）

降准落地：
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

5 日， 今年首次降准落地， 由此
释放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 专家表
示， 此次降准释放稳经济、 稳市场的
积极信号， 有助于增加金融机构长期
稳定资金来源， 进一步加大对实体经
济的资金投入。

中国人民银行 1 月 24 日宣布 ，
决定自 2 月 5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

此次降准后， 我国金融机构加权
平均存款准备金率降至约 7%。 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 与国际上
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 我国法定存款
准备金率的调整空间较大， 存款准备
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 将向市场提
供长期流动性约 1 万亿元。

“在稳预期的关键时刻， 降准有
助于巩固宏观经济向好势头， 十分必
要 。”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
此次降准释放的流动性， 既能保障春
节前现金投放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又
能持续补充信贷增长产生的中长期流
动性需求 ， 体现出货币政策合理适
度、 呵护市场的积极信号。

与去年每次下调 0.25 个百分点
的两次降准相比， 此次降准幅度提高
至 0.5 个百分点。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
分析师王青认为， 货币政策逆周期调
节力度增大， 为货币信贷增长提供了
有力支撑， 有助于推动一季度信贷延
续平稳增长势头。

降准可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实
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特别是
量大面广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 流动
性压力将明显缓解。 与此同时， 中国
人民银行还通过其他渠道进一步投放
流动性： 向三家政策性银行投放抵押
补充贷款 （PSL） 5000 亿元 ， 助力
“三大工程” 建设； 1 月 15 日加量续
做 9950 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 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

在宣布降准的同日， 中国人民银
行还决定自 1 月 25 日起， 分别下调
支农再贷款、 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利
率各 0.25 个百分点 。 “这表明中国
人民银行在运用好总量工具的同时，
继续发挥结构性工具作用， 朝着国民
经济薄弱环节重点发力。” 王青说。

记者了解到 ， 截至 2023 年末 ，
我国支农再贷款余额 6500 多亿元 ，
支小再贷款余额超 1.65 万亿元 ， 支
农支小再贷款、 再贴现等工具的使用
率在 80%以上， 有力支持了 “三农”、
小微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普惠小
微贷款增速近年来持续超过 20% ，
“三农” 贷款增速也保持在 15%左右，
都明显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市场人士认为， 存量政策仍有后
劲 ， 叠加降准和下调支农支小再贷
款、 再贴现利率等举措， 将形成政策
合力 ， 增强经济活力 、 提振市场预
期。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吴 雨 张千千）

春节期间
将组织为困难群众“送温暖”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高 蕾） 记者 5 日从民政部获悉， 民
政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
通知， 要求各地春节期间结合走访慰
问， 采取多种方式精心组织开展为困
难群众 “送温暖” 活动， 切实保障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 各地要根据日常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情况， 对重点预警对
象逐一上门走访摸排 ， 做到及时发
现、 快速响应、 即时救助， 对符合条
件的要及时纳入低保等救助范围， 坚
持急事急办 ， 尽快发放低保等救助
金， 满足困难群众过节需要。 要加强
节日期间人员值班值守， 畅通社会救
助服务热线， 及时受理和回应困难群
众求助需求， 民政部将组织第三方对
各地热线值守情况进行抽查。 要备足
用好乡镇 （街道） 临时救助备用金，
落实 “先行救助” 措施， 加强遇困人

员临时救助。 北方地区要因地制宜做
好取暖救助 ， 帮助困难群众温暖过
冬。

通知强调， 各地要强化困难群众
救助资金发放和监管机制， 按照资金
直达要求， 按时足额将各类救助金发
放到困难群众手中， 坚决防止挤占挪
用救助资金、 代理发放金融机构滞留
救助资金， 确保困难群众 “救命钱”
规范使用、 安全运行。

通知还提出， 各地要密切关注受
地震、 山体滑坡、 低温雨雪冰冻等自
然灾害影响的困难群众生活状况， 加
强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
的衔接 ， 对经应急期和过渡期救助
后， 基本生活仍有困难的， 民政部门
要主动作为 ， 及时落实各项救助措
施。 要重点关注受灾群众中的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员， 切实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

我国将持续加快
专利转化和产业化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宋 晨
施科宇） 为做好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
专利盘活工作， 持续做优专利增量，
加快专利转化和产业化， 国家知识产
权局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

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
这份 《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
活工作方案》 提出， 力争 2024 年底
前 ， 实现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
化有效专利盘点全覆盖 ， 2025 年底
前 ， 加速转化一批高价值专利 ， 加
快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利创

造和运用机制 ，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
构专利产业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
努力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

为此， 方案要求从盘活存量和做
优增量两方面发力， 在与企业有效对
接的基础上引导高校和科研机构形成
更多符合产业需要的高价值专利。 方
案还提出了相关具体任务， 如要求国
家专利导航综合服务平台根据高校和
科研机构现行有效的存量专利， 构建
存量专利基础库。

最高法发布
典型案例强化文明养犬意识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齐 琪

张树志） 饲养宠物犬为人们日常生活
增添了乐趣， 但部分犬主人缺乏责任
意识， 对犬只疏于管理， 引发矛盾纠
纷。 最高人民法院 5 日发布 6 个饲养
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 强化养犬有
责、 养犬负责意识， 推动形成严格执
法、 全民守法的养犬氛围和环境， 倡
导文明养犬、 依规养犬。

我国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携带犬
只离家外出时需束犬链、 禁止未成年
人单独携犬外出等， 但有的犬主人存
在 “相信自己的犬不会伤人” 的侥幸
心理， 不知道、 不了解、 不熟悉养犬
法律法规。 在洪某某诉欧某、 斯某饲
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 犬主人任
由未成年孩子独自遛犬， 结果小狗将
一名不满 1 岁的婴儿抓伤。 法院判决
犬主人赔偿医疗费、 交通费等， 引导
饲养宠物的家庭成员强化危险意识，
树立风险观念， 共同做到合法文明安
全养犬遛犬。

根据法律规定， 禁止饲养的烈性
犬等危险动物， 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严格的无过错责任， 无权抗辩
减少或者免除责任。 徐某某诉刘某某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中， 刘某某

饲养的阿拉斯加犬， 属于所在城市市
区内禁止饲养的大型犬。 该犬将徐某
某抓伤， 虽然徐某某逗犬有过错， 也
不能减轻刘某某的责任。 法院判决刘
某某赔偿徐某某 3 万余元。

宠物犬伤人， 后果可能不仅仅是
“治伤”。 安某诉缪某饲养动物损害责
任纠纷案中， 安某被狗咬伤并注射狂
犬病疫苗时已怀孕。 为避免胎儿发育
不良， 安某向医院等多方咨询后选择
终止妊娠。 审理法院认为， 犬主人缪
某应对安某被咬伤所致的各项损害承
担赔偿责任。 安某因担心疫苗会对胎
儿造成不利影响而终止妊娠， 是符合
其所处生活环境及普通人医学认知能
力的正常行为。 法院判决， 缪某赔偿
安某终止妊娠手术医疗费、 误工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最高法民一庭庭长陈宜芳说， 实
践中致人严重损害的主要是烈性犬等
危险犬种 。 最高法正加快推进司法
解释制定和完善 ， 严格落实危险动
物致损责任 ， 统一裁判标准 ， 解决
法律适用中的争议 ， 为养犬人士提
供行为指引 ， 引导其充分认识自己
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自觉遵守法
律法规。

风雪里
他们守护一方平安

2 月 4 日， 在位于合肥
市肥西县的 500 千伏肥西变
电站，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变
电运维值班员使用红外测温
仪开展低温设备特巡。

近日， 安徽省合肥市迎
来低温雨雪天气， 铁路、 轨
道交通、 交警、 供电、 供水、
市政、 环卫、 社区等各部门
工作人员冒着风雪坚守岗位，
保障交通运输及市民出行安
全。

新华社 发 李 岩 摄

新 华 时 评

根治形式主义顽疾“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

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 多地党政
负责同志提出， 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真正把基层干部从陪检查、
跑会场、 报材料、 填表格中解放出来，
不解决问题的会议不开、 没有实质性
内容的文件不发、 不切实际的要求不
提……当前， 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把更

多精力用到抓工作落实上， 正成为各级领
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 更加坚定的共识。

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隐形变异问题
在基层不断滋生。 有的领导干部习惯搞
层层加码、 自我施压， 认为不在上级布
置任务和已有环节上增加一些程序， 似
乎说明工作不周到、 缺乏创新、 没有存
在感。

基层工作具体而复杂， 没有调查研
究， 就没有发言权， 更难言决策权。 记
者在某地调研时， 基层干部群众讲了一

个案例： 上级发文要求大力推广经济类
作物， 但当地土壤、 气候等并不适宜，
干部群众折腾一通不仅白忙活， 还损失
了投入减少了收入， 更损害了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

刚刚召开的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 各
级党委 （党组） 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摆在突
出位置， 定期研究分析， 拿出具体措
施， “一把手” 亲自部署推动。 要从根

子上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顽疾， 关
键是各单位部门“一把手” 要树立正确
政绩观， 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 不开不
解决问题的会， 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
文， 不做“只留痕不留绩” 的事。

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同形式主义、 官
僚主义作斗争， 要以上率下， 自上而
下， 一级带一级， 一级做给一级看， 自
觉起示范带头作用。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
见到实效。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刘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