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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经济资讯资讯邂逅冰雪之约 点亮冬日经济

2025年电影市场迎来春节档
开门红！打开影院购票界面，“售
罄”字样频频出现。数据也印证着
这种感受——大年初一单日票房
18.05亿元，观影人次3515.12万，
均超过2021年同期，创造中国影史
新的单日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

截至目前，春节档总票房突
破26亿、超过去年同期，共有4部
影片预售票房突破 2 亿、成为历
史最多……数据鲜活，成果累累，
映照今年春节档的火热。

与前几年春节档“喜剧+剧
情”的固定搭配不同，今年春节档

“换新颜”，呈现多元化特征。动
画、悬疑、奇幻史诗等题材“分庭
抗礼”，IP品牌效应、合家欢优势
凸显，全方位满足全年龄段观众
观影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特效量”表
现颇为亮眼。春节档6部影片中
有5部涵盖IMAX、CINITY、中国
巨幕、杜比影院四种特效厅制
式。观众也用自己的选择为中国
电影产业制作水平和视听效果投
下信任票：大年初一 IMAX 场次
已排 4540 场，票房突破 7000 万，
绝对数字和票房贡献度均明显高
于去年同期。

春节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晴
雨表。今年春节档早在预售期间
就刷新多项档期预售纪录，既是
电影产业和文化消费充满韧性的
证明，也是新一轮转型升级的起
点和契机。期待看到今年春节档
再创票房口碑“双高”纪录，开门
红带动全年红；也期待电影市场
逐渐摆脱“档期依赖症”，早日迎
来从“规模增长”到“价值创造”的
质变时刻。

（人民网）

春节档“换新颜”
票房创纪录折射文化消费新高度

大年初五，年味儿仍浓，吉林省的口
岸经济却早早按下“快进键”。在珲春口
岸，满载货物的货车排成长队等待通关，
叉车在装卸区来回穿梭，工作人员逐车
快速核验……冰天雪地间，这里以“春节
不打烊”的忙碌姿态，迎来蛇年“开门红”。

珲春市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
吉林省唯一对俄口岸城市，近年来，凭借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通关优势，成为吉林
省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眼下正值帝王蟹消费旺季，通关速
度越快，进口帝王蟹新鲜度越好。对于鲜
活海产品贸易来说，时间就是效益。”珲春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关宇说。

据了解，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
珲春公路口岸实行“7天×10小时”通关
制度，积极推行生鲜及重车错峰通关，开

通“鲜活海产品绿色通道”，提供预约通
关、延时验放服务，使相关产品能够随到
随验、快速通关。

在珲春铁路口岸，晚上9点，随着阵
阵轰鸣声，一趟满载煤炭的货运班列驶
入。列车停稳后，珲春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移民管理警察快速认真查验。珲春铁
路口岸实行“7天×24小时”通关制度。

“现在以海鲜和煤炭为主，我们大部
分员工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积极完成
客户订单，全力冲刺新春‘开门红’。”珲春
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欣说。

珲春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互联网+跨境贸易+互
市贸易”的创新型科技服务企业，通过跨
境贸易平台、铁路互市贸易区、互市商品

加工园区整合运营，打造“跨境贸易+互
市贸易+落地加工”新业态。“今年计划打
造一个易货平台，逐步做起易货贸易。”姜
欣说。

传统贸易红红火火，新兴贸易蓬勃
发展。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里，
各国进口商品琳琅满目，特色美食、家居
用品、美妆产品等以跨境电商模式进入国
内，价格实惠，吸引着众多消费者。“除夕
到初三的销售额达到200万元。”该园产业
运营办公室工作人员陶金说，线上线下结
合的模式方便全国各地消费者选购。

“买全球，卖全球”，珲春跨境电商产
业的兴起也让国外消费者爱上网购中国
商品。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
内，工人们忙着分拣、打包货品，“跨境直
购价格低、物流快，深受国外消费者喜

爱。”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改革创新
局负责人孙居峰说，“建立完善陆、铁、空
三位一体的跨境电商运输体系，大幅提
升物流时效。”

珲春的繁忙景象是吉林省加大对外
开放的缩影。记者从吉林省商务厅了解
到，2024 年，吉林省外贸进出口实现
1764.1亿元，同比增长5.1%。吉林省商
务厅表示，今年将继续强化市场开拓，组
成经贸团组赴境外参加重点展会，深耕
传统市场、巩固周边市场、开拓新兴市场。

吉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
吉林省将实施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战略，支持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
区、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建设，促
进珲春与东北亚地区港口城市互联互通。

（新华社）

春节不停工 吉林迎口岸经济火热开局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
到，2024年我国服务业对国民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6.2％，服务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为56.7％，比上年上升0.4个百分
点，服务业继续发挥我国经济增
长的主动力作用。

近年来，我国现代服务业引
领作用持续增强，为新质生产力
加速发展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
供有力支撑。2024年，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比上
年 分 别 增 长 10.9％ 、10.4％ 和
5.6％，共拉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2.3个百分点。同时，现代服务业
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产
业链延链增值、智能化数字化水
平不断提升。

服务消费的需求也在持续

释放。2024年，我国服务零售额
比上年增长 6.2％，比同期商品
零售额增速高 3.0 个百分点。全
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比
上年增长 7.4％，占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比重为 46.1％，比上年上
升 0.9 个百分点。直播电商、即
时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
展，优质文化体育娱乐产品供给
丰富，相关产业活力涌动。2024
年，体育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
比上年增长32.1％。

“2024 年我国服务业实现较
快增长，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场
预期持续改善，向好态势持续显
现。”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主任彭永涛说，要进一步扩大有
效需求，稳定预期、激发活力，塑
造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新华社）

服务业继续发挥
我国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近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
末，银行理财产品通过投资债券、
非标准化债权、未上市股权等资
产，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约21
万亿元。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
报告（2024年）》显示，银行理财产
品充分发挥资金优化配置功能，
通过多种途径实现资金与实体经
济融资需求对接。

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末，
理财资金投向绿色债券规模超

3300亿元，投向“一带一路”、区域
发展、扶贫纾困等专项债券规模
超1100亿元，为中小微企业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超4.8万亿元。

为助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实现，理财市场2024年累计
发行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
理）主题理财产品168只，合计募
集资金超 1600 亿元。截至 2024
年末，ESG 主题理财产品存续余
额 达 23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69％。

（新华社）

2024年末银行理财
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规模超20万亿元

滑粉雪、观雾凇、泡温泉、赏冰雕……赴冰雪之约、享冬日欢乐，正成为更多国
人“闹新春”的新选择。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美景怡人、科技赋能、文化助力，“热
力十足”的冬日经济，让这个冬天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冰天雪地“热”新春冰雪活动绚彩上新

“下雪了！我们要上山冲粉雪！”7
岁的何玥奇难掩兴奋。今年春节假期，
家住海南的她随父母跨越千里，来到位
于新疆乌鲁木齐县的丝绸之路山地度
假区滑雪过新年。

“日间客流量同比增长 20%，夜场
人数翻两番，酒店几乎满房，来自广东、
四川、重庆、陕西的雪友越来越多。”丝
绸之路山地度假区品牌中心经理庄红
介绍，度假区推出环线观光加嬉雪套
票，“一站式”滑雪度假体验让游客充分
享受团聚时光。

在黑龙江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巨
型冰雕错落林立，穿行其间仿佛走进梦
幻般的童话王国。“太不可思议了，我被
哈尔滨的冰雪魅力深深折服。”来自津
巴布韦的“00后”游客莎龙说。

去年冬天以来，“尔滨”魅力持续释
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哈尔
滨桔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洪欣
介绍，今年1月以来，公司已接待来自澳
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入境旅行团。

“很多国外游客是通过社交平台认
识了黑龙江，并选择来到这里旅行。”王
洪欣说，近期外籍游客自由行和小型包
团旅游人数也越来越多。

传统冰雪旅游目的地人气持续高
涨，南方省份冰雪旅游休闲消费也日益
蓬勃。

位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西莲村

的莲花山滑雪场，是华东地区知名的一
处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负责人介绍，
预计今年雪季能接待游客超7万人，综
合收入将突破1000万元。

西莲村党支部书记何琼介绍，村里
和滑雪场签订了合作协议，按门票收入
进行分成。经过初步估算，今年仅门票
就能给村子带来40多万元收入。

到辽宁泡养生温泉，赴内蒙古观冬
日火山，还是去新疆看天马踏雪？春
节期间，各地文旅部门纷纷向游客发
出热情邀约，并结合地区特色推出了

“冰雪+”旅游产品和各类丰富的冰雪
活动。

在雪地里尽情撒欢后，泡个通体舒
泰的澡，“滑雪+洗浴”已是东北冰雪游吸
引南方游客的拳头产品之一。在沈阳体
验滑雪和洗浴后，杭州游客梁慧慕感受到

“天花板级别的服务”，“这里的洗浴中心
能泡汤、搓澡，还能品尝美食、玩游戏”。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乌兰哈达
火山地质公园，冬日雪原上的30多座串
珠状火山群景色壮观，引来众多游客。
在附近经营民宿的郭晨慧在朋友圈记
录下自驾车辆蜂拥而至的盛况，“过年期
间，我们的民宿房间供不应求”。

在新疆昭苏县里骑天马赏美景、呼
伦贝尔大草原上体验冰雪那达慕、长白
山下穿越千重雪浪等等，独特的冬季景
观融合旅游产品不断开发推出，各地冰
雪消费市场正展现出澎湃活力。

用好“冷资源”科技“加料”体验升级

3秒就能加热的围巾、温暖的毛绒
玩偶、吉祥物“滨滨”“妮妮”手插抱枕
毯……春节期间，位于哈尔滨市中央大
街的亚冬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多款
好看又保暖的新产品受到游客欢迎。

“几款发热产品内含有石墨烯材
料，有三档温度可供调节，为消费者带
来科技感十足的保暖体验，传递科技亚
冬、人文亚冬的理念。”生产商有关负责
人赵起超说。

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龙寻
珠·全感VR》文旅项目，游客只需戴上
VR（虚拟现实）眼镜，便可沉浸式体验

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冰河宇宙”。这
款以冰雪为主题的文旅元宇宙产品，一
经推出就获得不少游客青睐。

面向未来万亿级冰雪大市场，科技
是延伸产业链的关键。

在吉林省的多个滑雪场租赁区，一
款被雪友视作“黑科技”的碳纤维雪板
备受欢迎。该雪板由吉林化纤集团研
发，具有重量轻、强度高、耐低温、耐腐
蚀特点。

“东北企业要抢抓冰雪机遇，积极
投身高科技装备的研发。”吉林化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中心高级主管周

志有说，“从雪友反馈来看，这款碳纤维
雪板市场潜力较大，今后我们也会研发
推出更多高品质产品。”

研发 3D 打印定制化头盔、根据
脚踝位置任意改变造型的冰刀鞋，戴
上虚拟现实 VR 设备体验滑雪、冰雕
创作等等，有了科技赋能，冰雪装备
更加“硬核”，冰雪活动场景空间不断
创新延伸。

记者注意到，各地依托科技力量持
续升级冰雪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保障能
力，更好激活“冷资源”。

基础设备换装升级。在新疆丝绸
之路山地度假区，春节前刚刚增设一批
新型服务设施和项目，其中全长 410
米，宽1.3米的“高速魔毯”格外瞩目，它
同时可以容纳三人并排搭乘，这种新型
传送装置能大幅减少等待时间，让雪友

获得更畅快的滑雪体验。
配套工程智能守护。“光影魔幻秀

马上开始，大家再仔细检查一下应急电
源车的电缆接头！”春节期间，长春市南
溪里四季雪公园里，供电员工吕思源正
在现场值守。今年春节，国家电网长春
供电公司在传统人工巡检基础上，还结
合无人机开展智能巡检，出动磁悬浮飞
轮发电车进行智能控制，以充足电力支
撑每一场冰雪赛事及活动。

交通服务持续完善。“智游阿勒泰”
等平台推出门票预约等贴心功能，依托
互联网平台落地自驾、异地还车服务兴
起，这个春节，游客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的旅行体验更加放心、舒心。“我们连续
两年到阿勒泰过春节，今年各项服务更
加完善，全家人都觉得很开心！”来自广
东的游客张勋说。

魅力“滚雪球”冰雪经济人文交融发展

一眼望不到边的查干湖冰面上，口
喷热气的马匹拖动绞盘，2000米长的渔
网被从湖水中拖出，一条条肥硕的湖鱼
在冰上摇头摆尾，捕鱼人露出收获的笑
容，围观游客发出阵阵惊叹与喝彩。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查干湖冬捕至今沿用人工凿
冰、马拉绞盘、冰下走网等传统捕鱼方
式，这一北方少数民族的捕鱼传统可追
溯至辽金时期。

2002年起至今，吉林省松原市连续
举办 23 届查干湖冬捕节，挖掘传统文
化、开发旅游产品，为冰雪经济持续供
能。除了体验冬捕，在松原市的鼎润文
化创意产业园，游客还可以欣赏精美鱼
皮画，亲手制作鱼皮制品，在互动中真
切感受文化魅力。

如今，产自湖中的渔获依旧满满，
源自文化的“渔获”日益丰盈。2024年，
查干湖景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 347.1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55亿元。

这是中国多彩冰雪文化为经济赋
能的缩影。当前，冰雪文化不断提升冰
雪经济活动的附加值，激活创造力。

在阿勒泰地区，人类滑雪起源地博
物馆在春节前夕开放，成为众多雪友滑
雪之余的新打卡点。馆内陈列的古老
毛皮滑雪板、木制雪杖等展品，向人们
展示着这里悠久的滑雪历史与深厚的
冰雪文化。

在博物馆的文创区，脚踩毛皮滑雪
板等不同造型的“雪怪阿乐”系列文创

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雪怪阿乐是集
合阿勒泰冬季元素创造出的文创IP，目
前已推出毛绒玩偶、吉祥物盲盒等 80
多种产品。”设计者阿尔斯别克?努汉
说，传统冰雪文化和现代文化相融合提
升了设计魅力。

宝贵的人文资源成为各地冰雪经
济的新名片，也带来别样的发展机遇。

在沈阳市举办的辽宁省稻田冰雪
运动会上，身着传统服饰的锡伯族射箭
选手成为外地游客摄影定格的焦点。
来自江苏的游客张亮说：“锡伯族村民
的服饰太酷了，射术也很精准，这场冰
雪运动会太棒了。”

辽宁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王海泉
表示，本届赛事活动集乡村冰雪运动的
民俗、年俗及锡伯族特色于一体。截至
目前，该运动会已连续举办 4 届，实现
了让更多人参与冰雪活动的初衷，拓宽
着特色旅游的维度。

以冰雪文化、赛事活动为依托，辽
宁各地冰雪消费持续升温。相关预测
显示，春运期间，辽宁省跨区域人员流
动量约1.96亿人次，以沈阳、大连等城
市为目的地的春节旅游订单量同比快
速增长。

从查干湖的千年渔猎文化，到阿勒
泰的人类滑雪遗迹，生生不息的传统文
化为冰雪经济发展壮大提供着丰厚滋
养，也为冬日冰雪世界带来令人神往的
文化浪漫。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