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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有多强？
华为发布全球首款三折叠屏手机，近2万元

的价格，依然一机难求；国博文创“凤冠冰箱贴”，
上市仅8个月，销量突破100万件，带动凤冠全系
列文创产品销售额过亿元……

14亿多中国人，正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
消费，任何一个百分点的需求，都能撬动亿元级
市场。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44.5%。今年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比上月提高
0.9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回升。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
济增长的主引擎。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
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提出8个方面、30条“干货”措施，回应就
业、养老、医疗、教育等民生关切，聚焦收入、股
市、育儿等舆论热点，有外媒评价为“让经济引擎
发出轰鸣声”。

作为其中“发展入境消费”的一项具体措施，国
办转发的商务部《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
建设的若干措施》的通知，从8个方面对上海、北京、
广州、天津、重庆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环境给予政策支持。

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多渠道促进居民增
收，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完善劳动者工
资正常增长机制”，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
力扩围，再到市场监管总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优化
消费环境三年行动方案……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
持续加码，目的正在于培育和释放第二大经济体向
前发展的更大推动力。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这是经济学
的基本逻辑。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恰是高
质量供给的创造空间。

增加高质量供给，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是实现路径。

在山东泰山，腰间或膝盖处佩戴外骨骼设备
的“高科技游客”，步履轻盈，身姿矫健；智能机器
狗驮着半人高的储物箱来回奔跑，为年超2万吨
的垃圾清运提供新方案。

在湖北武汉，氢能重卡行驶于汉宜高速，仅
需10分钟“喝”满氢气便可续航400公里，全程零
碳排放；24条低空试点航线，全面覆盖短途运输、
空中游览、物流运输三大应用场景。

当居民消费从“功能满足”转向“体验升级”，
超3亿老年人口催生庞大的智能辅具、远程医疗
等市场，青年群体带动电竞、虚拟现实（VR）等消
费快速增长。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消
费”，加速推动智能穿戴、机器人、增材制造等新
技术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推广，开辟的是高成长性
消费新赛道，释放的是向前发展新动能。

创新赋能发展，科技焕新生活。
让前沿科技成果不断惠及广大消费者，供需

双向奔赴、良性互动、不断迈向更高水平动态平
衡，向前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

（三）

经济大省，稳住我国经济大盘的“顶梁柱”。
发挥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向前发展就拥有更能
吃住劲的支撑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圆满实现‘十四五’发
展目标，经济大省要挑大梁。”落实好挑大梁的责
任，取得新的更大成绩，经济大省须有更大作为。

大梁怎么挑？何处是着力点？
作为先进制造业大省，江苏承担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89.0、连续四年全国

第一；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69.2、连续十年全国第
一；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首次超过
50%……江苏去年的成绩单，生动诠释了“创新是

第一动力”。
今年，江苏将实施约40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和80项前沿技术研发项目，向更多全球首创、首
试、首发成果冲刺。

从过去“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苏南模式到
如今“机器人总动员”的智能制造，先进制造业集
群持续扩容提质，是江苏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
新、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成果，也是挑大
梁的底气所在、实力所在。

“江苏要把握好挑大梁的着力点，在推动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推进深层次
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上勇争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
展战略上走在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
示范。”习近平总书记的明确要求，对经济大省挑
大梁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
地区生产总值已连续36年居全国首位，如何继续
挺立潮头？

服务大局走在前。建设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化产业体系，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一体
发展，培育出9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推进珠海横琴
开发开放，靠着发展“四新”产业，15年间经济总量
增长到2024年的538亿元……“领头雁”练好高质
量发展的内功，挺起现代化建设的“产业脊梁”。

山东，曾被称为“大象经济”。大煤炭、大钢
铁、大水泥等产业“五大三粗”，产业结构偏重、能
源结构传统，如何让“大象”起舞？

深化改革谋出路。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在先行先试上带好头；因地制宜
加快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明确海洋人工智能、
绿色港口等14个重点主攻领域……姿态更灵活、
生长更健康，“大象”加速奔跑。

…………
经济大省创造性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筑牢

“大厦之基”、锻强“看家本领”，挑大梁才能既挑
起增长也挑起质量，既走在前也作示范。

“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
制宜、各展所长”，下好全国“一盘棋”，定能不断
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安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汽车产业
发展迎来“高光时刻”。今年1—2月，安徽汽车、
新能源汽车产量均跃居全国第一。

找准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既有雄心壮
志，积极抢位发展，又立足实际，善于错位发展，
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千帆竞发、万马奔腾，中国
向前发展势不可挡。

［转载自4月9日《人民日报》］

□ 通讯员 马晓燕 邓永凤 文／图

4月 2日清晨，宾川县大营镇萂村
非遗工坊里热闹非凡，大营镇“巧手织
梦 非遗有约”传统技艺传习活动在此
举行。

老一辈传承人与00后新生代手艺
人围坐一堂，指尖翻飞，白族刺绣、剪
纸、纸扎等古老技艺交织碰撞，中华文
化血脉在延续。

红色三角梅下，70 岁的白族刺绣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张恩兰正在教孙子张鸿林绣白族挎包
上的纹饰。只见她布满皱纹的双手在
绣品上翻飞，一朵朵山茶花顺着她灵
巧的指尖次第绽放，行云流水间一件
精美的作品便呈现出来。“我十五六岁

时就开始跟着长辈学刺绣，我家七姊
妹全部会刺绣，希望孙子孙女们也能
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张恩兰说道。

白族刺绣技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00 后小伙张鸿林紧
挨老人坐下，他专注地绣着梅花图案，
针脚细密均匀。“家里的曾祖母、奶奶、母
亲从小教我刺绣，天天看着她们绣，慢慢
地我就喜欢上了刺绣。”张鸿林说道。

张恩兰抚过张鸿林的绣面，指尖
在花瓣处稍作停留：“这里要是再加一
针回针，花瓣就更饱满了。”说着，她接
过绣绷示范起来，绣针在发间轻轻一
抿，手腕翻转间针线如同被施了魔法
般听话。张鸿林学着她的样子调整针
法，原本略显生硬的梅花花瓣渐渐灵
动起来。“希望带动更多年轻人来学习

白族刺绣，让我们的优秀文化一代一
代地传承下去。”张鸿林说道。

在剪纸区，一对特别的师徒组合格
外引人注目，91岁的剪纸技艺州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玄金花和她
的儿媳赵志鹏正在合力剪纸，婆媳二人
的银发与青丝交织投影在剪纸作品上，
构成一幅动人的传承图景，表达了白族
人民对生活最质朴的热爱和美好期许。

扎架子、铺纸……竹篾纸扎技艺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杨高才现场展示绝活，只见他周围摆
满用竹片或竹丝扎制成的立体框架，
裱纸、打底色、初步描绘和精细描绘
后，纸扎作品逐渐完成。

在木雕区，木质门窗装饰及摆件、
制作月饼的模具……一件件木雕作品

图案线条一气呵成，充满气韵，散发着
淡淡木香，这些作品见证了木雕技艺
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张宪祥精湛的技艺，也见证了他对木
雕技艺的传承与坚守。

近年来，大营镇积极探索系统性、
多元化的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之路，
通过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等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非遗传习活动，以老带
新，以新促老，共同提高，推动非遗传
承保护和发展；结合党的创新理论和
政策宣传，积极创作白族大本曲、洞经
音乐等文艺作品，推动非遗走进群众
家门，融入百姓生活。同时，利用节庆
举办非遗展示等特色活动，吸引更多
人学习、体验非遗技艺，以节兴旅，以
旅彰文，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 通讯员 左先勋 适志宏 沈嘉彦

寻茶无量山，静品岁月香。这是杨慧
女士旅居南涧无量山的日记标题，是

“南涧的慢享生活”真实写照，实现从
“快游”到“慢住”的转变。

南涧县一直都不缺少“诗与远方”的
故事，是旅居的绝佳目的地。无量山樱
花谷的浪漫爱情、无量山藏茶谷的茶山
清幽、虎街茶马古道的历史回响、澜沧江
边的静心野钓，都让人流连忘返。

杨慧在南涧县无量山 4 天的生活，
感受“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美好。她
在日记中写道“入住无量玉璧半山酒店
（北纬二十五度茶庄园），仿佛置身于世
外桃源，千年古树茶下晨练、习琴、品申
时茶、玩扑克牌、拍美照、吃生态菜、喝
无量山乌骨鸡汤、月光下跳舞……一切
都那么充实、治愈、美好。”

面对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许多人都
希望能找到一处安放心灵的栖居地。拥
有生态之美、气候之美、山水之美的南涧，
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在这里，时间仿

佛放慢了脚步，一切都变得纯粹而简
单。”杨慧说，不用奔赴星辰大海，只守着
眼前的风景，便觉人间值得，岁月温柔。

旅居客人来到南涧县，驻足于风景
如画的乡村。“徜徉在古茶园里，摘生态
大叶茶树春芽，实现采茶自由。”杨慧记
录着南涧的美景：春天的晨曦温柔而明
亮，给无量山披上一层金色光芒，照亮层
层茶园，光影交织，景色美不胜收。

随着“住在风景里”逐渐成为一种风
尚，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到南涧县，选择
住上一段时间，深度体验“南涧的慢享生
活”。正如杨慧所写：“世外桃源漫煮岁
月，闲品生活。”“开心的茶山之旅，新朋
老友因缘相聚，诠释了生活本来该有的
样子，发朋友圈，记录一段美好的时光。”

近年来，南涧县围绕“绿美茶区、农
旅融合发展示范县”发展定位，立足“大
山风景、大江风光、大地色彩”资源禀赋，
聚焦文旅融合，深耕品质服务，进一步提
升旅居产业发展的层次、质量和综合效
益，为人们提供“心安此处”的归宿，着力
打响“南涧的慢享生活”文旅 IP。

□ 通讯员 张宏勇

一大早，巍山县紫金乡新建村委会
大村村民小组村民毛文斗夫妇就匆忙
出门，赶到自家的树头菜地里收割嫩
芽——树头菜，再将树头菜装捡入篮，
然后运到市场销售。树头菜这一极具
高原特色的山茅野菜助力彝族群众开
启幸福美好新生活。

每年农历3月初，紫金乡新建、新合、
紫金三个村委会的树头菜植株顶端就
开始含苞吐露，逐渐长大，形如茄子，随
后长出嫩芽，嫩芽叶状如香椿，此时的
树头菜采摘最佳，深受消费者喜爱。

毛文斗告诉笔者，树头菜可炒食或
凉拌，入口微苦，回味甜，口感好，是纯
天然、无公害、无污染的绿色优质山
珍。树头菜采收季节性非常强，发芽期

只有半个月左右时间，他家种植树头菜
4.5亩，三天前收购商上门收购，以 20元
1公斤价格收走了200来斤，如果自己拿
到市场上去卖，价格更好一点，春季结
束卖树头菜收入能有1万元左右。

据了解，紫金乡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依托新建、新合、紫金三个村委会地
理区位优势，引导群众大力发展树头菜
种植，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2023
年以来，科技人员全力引导树头菜种植
户采取套种、间种等立体种植方式增加
群众收入。目前，全乡28个村民小组种
植树头菜 1100 余亩，3 年后全部进入盛
产期，预计年收入达300多万元。

两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在交流刺绣技艺心得。 91岁的州级剪纸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玄金花展示剪纸作品。

宾川县大营镇探索多元化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之路——

巧手织就千年韵 指尖技艺见传承

绿美大理

祥云县下庄镇鱼进所村绿化
美化一角。（摄于4月2日）

近年来，祥云县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理念，高标准建设美
丽乡村，持续推进绿美行动，实现
了城乡人居环境绿色宜居。

［通讯员 陈应国 摄］

巍山县紫金乡——

树头菜拓宽群众增收路

寻茶无量山 静品岁月香

绿色发展 共享生态

（大理海洋世界供稿）

双色草莓
分布于太平洋的

珊瑚礁海域，属虾虎
鱼科，眼睛蓝色、靠近
身体前端，尾鳍鲜黄
色，其余各鳍透明无
色，鱼体前半身紫色，
后半身鲜黄色，紫黄
相衬，非常美丽，肉食
性，最大体长可达 5
厘米。

紫雷达
分布于印度洋、

太平洋的珊瑚礁海
域，形态娇小可爱，体
色艳丽，吻黄，前半身
白、后半身鲜红，第二
背鳍、臀鳍及尾鳍外
缘深红，第一背鳍耸
立为丝状，象雷达似
的，吃浮游生物和小
虫类，喜爱群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