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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货消费趋向精致多元

李万祥

传 统 文 化 带 热 图 书 市 场
本报记者 李 丹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银银 晟晟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产业链不断延长
本报记者 李 景

产品主打差异化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消费者在消费者在 20252025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挑选图书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挑选图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丹丹摄摄

游客在浙江湖州安吉县云上草原滑雪场滑雪游客在浙江湖州安吉县云上草原滑雪场滑雪。。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辽宁今冬冰雪消费突出差异化，开展

“花式过冬 嗨游辽宁”系列冬游活动，各地

冰雪消费持续上新。仅 2025 年元旦当日，

辽 宁 即 接 待 游 客 267.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0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8.7 亿元，同比

增长 15.43%。

雪上疾速转几个“S”弯，来个帅气的急

停，南方游客慕骁摘下雪镜说了声“爽”。辽

宁省营口市何家沟滑雪场今冬开板以来，

“不咋冷、不咋贵”的差异化优势吸引了不少

从外地赶来的滑雪爱好者。滑雪场营销经

理潘续东说：“伴随辽宁冬季旅游推广季开

幕，滑雪场开展了大众滑雪系列赛（营口

站）、青少年滑雪训练营等一系列赛事活动，

向大众展示冰雪新玩法。”

苏禄全是一名滑雪教练，他觉得辽宁冰

雪运动消费特别亲民，适合大众口味。辽宁

滑雪具有“暖雪暖冰”特点，室外动人但不冻

人，不用穿得很厚重，有轻便、舒适的滑雪体

验，可以玩得尽兴却不担心冻伤；“再者，性

价比超高，118 元的门票含装备，可以畅玩

一天”。

不但“不咋贵”，还有额外惊喜。门票、

福字大派送，外加网红“八珍福包”⋯⋯新年

伊始，鞍山首届千山冰雪千灯祈愿节、抚顺

非遗打铁花表演、葫芦岛兴城古城新年祈福

大典等活动火爆出圈。

辽宁各地在“亲客、利客、便客”方面加

大投入力度，持续拉升冬季冰雪旅游市场人

气和热度。吃住行游娱购一条龙一站式服

务，着实带动了辽宁酒店住宿业的火热发

展。2024年 12月以来，“沈阳酒店”搜索量同

比上涨超 100%，全市各大酒店宾馆纷纷推出

别具匠心的服务，吸引外地游客到来。

辽宁促进冰雪消费注重细节，不断完善

旅游公路、特色餐饮、接驳系统、便捷支付等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接连推出消费惠民举

措，让游客在发现辽宁之美的同时感受到辽

宁人的好客盛情。

这一点，外地游客一下飞机、火车就能

感受到。辽宁省文旅厅联合有关单位共同

推出冰雪促消费系列惠民举措。比如“沿着

高速游辽宁”自驾游享受优惠权益包、35 款

“冰雪+保险”文旅专属保险产品、冬游辽宁

“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全品类平台补贴活

动，让游客来辽宁冰雪旅游消费省心更省

钱。沈阳文旅服务驿站在机场、火车站开启

迎客活动，向游客赠送精美手绘地图、特色

美食、保暖用品、应急用品等。在沈阳，逛早

市、夜市可以免费存包，滑雪冷了可以进屋

直接上炕“暖和暖和”。

差异化的“花式嗨游”还表现为选项多

多。比如富有辽宁独特味道的文旅新业态、

新场景——“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

旅行”“跟着展览去旅行”。锦州各市县联袂

推出千年古塔庙会、北镇庙会、义县奉国寺

庙会，将特色民俗展览、非遗民俗表演、年货

大集和烧烤美食巧妙地交汇融合，天天好戏

连台。此外，辽宁冬日文旅推出的“海上冰

雪+温泉康养”线路，更是全国独一份的冰

雪消费融合体验，因为辽宁拥有中国最北海

岸线。葫芦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建华

介绍，沿着滨海栈道漫步，可览壮观冰海冰

凌景色。就在海边，可一站式体验游古城、

泡温泉、吃火锅、赏花灯、逛大集，更具动感

的有滑雪圈、打雪仗、看冬捕，冰雪项目“要

多嘚儿有多嘚儿”。

辽宁多个城市正在掀起一场“热辣滚

烫”的“点亮燃冬”行动，诚邀游客赏花灯、打

雪仗。日前在沈阳打响的“雪合战”，重温儿

时记忆，引入运动竞技。辽宁通过举办全民

“雪合战”冠军赛，邀请辽宁籍明星、网红回

家打雪仗，让更多游客领略“快乐冰雪”的丰

富内涵。辽宁省“欢乐冰雪 冬韵辽宁”也因

此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4—2025 全国冰雪

旅游精品线路。

临近春节，浙江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已

降至个位数，伴随着一批拥有先进制冷、造雪、

雪道设计技术的雪场不断建成，冰雪娱乐成为

华东地区文旅消费者的热门选择。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大众冰雪消费市场

研究报告（2023—2024 冰雪季）》显示，华东地

区拥有丰富的客源基础和明显区位优势，涌现

出诸多冰雪项目和多种滑雪业态。以浙江为

例，在 2023—2024 冰雪季，已拥有滑雪场 34

座、滑冰场 22 座，冰雪场馆规模逐步扩大，雪

场“冷资源”成冬季消费“热经济”。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合村乡的生仙里国际

滑雪场，海拔 900 米的高山区域和 10 万平方米

的滑雪面积，让这里每天都会迎来全国各地的

游客和滑雪爱好者。“最近，生仙里每天都有

1000多人次的客流量，周末每天都超过 2000人

次。”生仙里国际滑雪场营销部负责人陈胜告

诉记者，作为 360 度全景环绕式滑雪场，这里可

同时容纳 5000 人左右，去年整个雪季的接待量

在 7.6万人次左右，今年有望突破 8万人次。

为了让游客享受丰富的冰雪娱乐项目，今

年生仙里还升级了硬件设施，推出了适合 3 岁

至 6 岁萌娃的嬉雪乐园和晚上 6 点至 9 点的夜

滑项目。

作为具备冰雪产业发展潜能的山区县，美

丽是桐庐最亮眼的名片。当下桐庐县推进“美

丽 100”攻坚行动，旅游资源被逐步开发，昔日

冷清的山旮旯，借冰雪项目人气越来越旺，山

区里的绣花鞋、青笋干等土特产成为外地游客

的“心头好”，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回乡办民

宿、开农家饭店。滑雪场不仅有游客带来的

“人气”，更聚集了村民增收的“财气”。仅去

年，滑雪场所在的合村乡高凉亭村就新增民宿

30 家 ，合 村 乡 130 家 民 宿 总 营 业 额 约 1800

万元。

浙江湖州安吉县山川乡的云上草原景区

近期也人气爆棚。随着 2024 年底沪苏湖高铁

全面开通运营，该景区的日均门票销售量较高

铁开通前增长了约 30%，工作日平均每天入园

人数约 3500 人，周末约 8000 人，其明星产品高

山滑雪深受游客追捧。7 条初级中级高级滑

雪道、10 余种儿童户外玩雪的新潮项目、500

余名专业雪场教练，让游客在冰天雪地玩得火

热。目前，该县已建有云上草原、江南天池 2

个滑雪场，总面积 40 余万平方米，成为长三角

地区最大的冰雪运动集聚地，初步打响了“南

方冰雪小城”品牌。

安吉县文体旅游局党委委员诸海波介绍，

从 2024 年 12 月 17 日两大滑雪场陆续开板以

来，共接待游客约 20 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

7500 万元。“以滑雪项目引流，全县 9 家 4A 级

景区都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凭上海到湖

州安吉的全价高铁票，游客可以免费或半价畅

玩安吉所有 4A 级景区。”诸海波说，如今，以滑

雪为纽带，涵盖餐饮、交通、住宿等多业态的冰

雪产业链正不断延长，为持续扩大冰雪消费添

加新动能。

随着全球冰雪运动热度攀升，浙江冰雪体

育用品出口也迎来黄金期。

以浙江远景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这家位于温岭市松门镇的企业是国内较早从

事体育运动产品研发与生产的企业之一，随着

冰雪经济的火热，公司订单也水涨船高，近期，

5 万多副滑雪镜即将出厂交付。

“欧洲滑雪季一般从 12 月开始，这两年市

场不错，公司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 4 月，去

年滑雪镜出口额达到了 5000 万元，同比增长

10%。”浙江远景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人陈明春说。

此外，冰雪设备制造企业也搭上冰雪消费

这趟快车，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近日，在

位于金华市武义县的浙江周立实业有限公司，

工程师正在紧张有序地对新研发的 4 款锂电

类扫雪机开展测试。

“在金华海关的指导下，我们从传统的汽

油动力产品转型借道锂电产品出海，销售额

明显提升。2024 年，出口额超 3 亿元，同比增

长超过 10%。”公司副总经理张磊说，企业从

去年开始转向生产锂电扫雪机，新能源产品

凭借更环保、维修保养成本更低、使用感更舒

适等特点，获得海外客户好评，市场份额进一

步拓宽。“2025 年我们将上市 4 款锂电类新产

品，加上去年拓宽的海外

市场份额，相信销量

会 比 往 年 有 所

提升。”

2025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一大

批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吸

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传统文化备

受关注，相关古籍、公版图书创新出

版。在新媒体传播助力下，大众出

版领域经典书‘二次翻红’。”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

国表示。

2024 年底，我国传统节日春节

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

春节传统习俗相关的书籍备受市场

青睐。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展台前，

《图说中国传统节日习俗与故事》被

两位参观者捧在手里翻看，一边还

谈论着应该买回去给家里的孩子们

看看。

春节申遗成功进一步提升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激

发国内出版业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入

挖掘和整理，推动更多优秀传统文

化作品出版。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

图书市场的品种和数量，更满足了

读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层次需求。

本届图书订货会上，《北京中轴

线上的城市》分享会、《北京中轴线

（彩绘本）》新书发布会等活动吸引

了许多参观者驻足。不少读者纷纷

表示，正是去年 7 月北京中轴线申遗

成功，让自己想去更深入地了解北

京中轴线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于是

有目的地来寻找相关图书。

去年大火的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一直一票难求，与之相关的各类

出版物在本届图书订货会上一亮相

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目光。其中既有

小朋友喜欢的绘本《千里江山图》，

也 有 第 十 一 届 茅 盾 文 学 奖 获 奖 作

品、孙甘露所著的长篇小说《千里江

山图》，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

东方演艺集团联合出版的《只此青

绿艺术设定集》。正如故宫博物院

前院长单霁翔所说，《千里江山图》

相关周边是故宫博物院开发最成功

的案例。

谈到文创周边，不得不提到本

届图书订货会上的一大亮点——首

次设立 了 文 创 展 区 。 这 里 汇 集 了

众多知名出版机构、新华书店、特

色 实 体 书 店 和 各 大 图 书 馆 的 文 创

产品，涵盖了图书周边、文具、配饰、

艺术收藏等多个领域，为广大读者

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这些文创产

品备受关注的一大主题，就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北京国图创新文化

服务有限公司带来包括《永乐大典》

《四库全书》《山海经》《红楼梦》等

系 列 文 创 产 品 在 内 的 十 几 个 系 列

300 余款产品；厦门外图集团带来

闽南特色文创和宝岛文创；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的“大中华寻宝记”系

列 衍 生 文 创 品 牌 等 也 颇 受 读 者

欢迎。

苏绣封面笔记本、瓦当冰箱贴、

敦煌日历⋯⋯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

产品，许多观众都不住赞叹，“这创

意绝了！”“太可爱了！”“如今文创产

品也太卷了吧！”

临近春节，不少观众是带着采

购“年货”的任务来逛图书订货会

的。“如今过节，都愿意送些有文化

氛围、有纪念意义的节日礼物。”来

自河北廊坊的观众张媛说。她看中

了一款天津杨柳青画社出品的杨柳

青年画日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一

款可撕式日历，内含杨柳青年画立

体图案，撕到最后，还可以作为摆件

收藏，很有观赏价值。另一位年纪

稍长的观众则对“胖娃娃抱大鲤鱼”

的杨柳青传统年画摆件情有独钟。

把 图 书 作 为 年 节 礼 物 送 给 孩

子 ，已 成 为 越 来 越 多 人 的 共 同 选

择。为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不少

出版社推出精品礼盒套装。中信出

版社推出了《这里是中国》3 册礼盒

套装，火红的包装凸显节日气氛。

工作人员介绍，礼盒装优惠价仅 300

多元，是过年送孩子的不二之选。

此外，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优秀

儿童读物也成为抢手“年货”，《二十

四节气里读懂中国》《年画里的二十

四节气》等巧妙地将节气文化与健

康养生、传统中国年画等当下热门

话题相结合，让孩子们跟随古老节

气习俗了解传统文化；“苗族古歌神

话故事绘本”系列、《探寻成语里的

中国智慧》等图书通过有趣的插画

故事，向孩子们传递祖先顺应天时、

敬畏自然的智慧；包含《汉字的故

事》《四大发明·指南针》《十二生肖》

等绘本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少儿绘本大系”多角度呈现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让孩子们

在阅读中潜移默化地构建起道德行

为体系。“我家早就把过年的压岁钱

换成了‘压岁书’，让孩子从小认识

到阅读可以带来快乐。”来自北京

市石景山区的读者赵晓阳说。

春 节 临 近 ，年 味 渐

浓。看看网购平台，年货

福利持续上新；逛逛商超

集 市 ，优 惠 折 扣 活 动 不

断。传统与新潮交织，线

上与线下融合，年味里的

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传统

旺季叠加“以旧换新”政策

东风，促进消费潜力不断

释放，激扬澎湃发展活力。

过年的仪式感，从置

办年货开始。今年年货买

什么？有人追求生活用品

性价比，有人更注重消费

商品的情绪价值，还有人

主 张 理 性 消 费 ，不 为“ 过

年”而买，只为“需求”消

费。其实，大众年货消费

理念已悄然发生变化，不

仅在乎节日关怀和祝福的

心意表达，而且追求体验

升级的新意，吃喝玩乐更

趋精致多元。

新需求催生新消费。

近年来，线上年货节逐渐

兴起。电商平台纷纷推出

年货促销活动，不仅方便

快捷，而且为消费者提供

了 更 多 选 择 和 更 优 惠 价

格 。“2025 全 国 网 上 年 货

节”启动以来，各地、各电

商平台围绕春节期间餐饮

购物、文娱旅游等消费热

点举办各具特色的配套活

动。除坚果零食、年宵花

等传统年货外，以运动手

表等为代表的健康品类产

品销量大涨，创意摆件、摇

钱树乐高等单品热卖，泰

国榴莲、云南蓝莓、智利车

厘子、俄罗斯帝王蟹等食

材也很受欢迎。

新鲜新潮之外，非遗年货也备受关注。乙巳蛇年

春节，是“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后的首个春节。各地聚焦“非遗”特色，开展年

货购物月活动，如湖北推出雕花剪纸、襄阳香包，内蒙

古主打乌拉特刺绣、布里亚特娃娃，青海精选河湟剪

纸、河湟皮影等。敲年鼓、印春贴、猜灯谜、舞龙狮⋯⋯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的“过年——春节主题

展”上，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

非遗年货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展现独特魅力。

购新补贴激发“换新”活力。年货市场购销两旺，

得益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协同发力。从 2024 年前

11 个月的数据看，“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汽车、家电、

家装厨卫等产品销售额超 1.3 万亿元。其中，绿色、智

能产品备受青睐。近日，中央财政已经预下达 2025 年

消费品“以旧换新”首批资金 810 亿元。1 月 15 日，商

务部等 5 部门印发购新补贴实施方案，明确买手机等

数码产品每件最高补贴 500 元，买冰箱等 12 类家电产

品每件最高补贴 2000 元。这些政策对消费者和市场

都是重大利好。

年货经济不只是“买买买”，也是观察经济发展态

势的重要窗口。从商品生产销售到物流配送服务，是

对整个产业链运转的考验和检视。同时，这里有消费

理念的变化、消费体验的升级、消费服务的演进，更有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全面

有效实施，各种展览、展演、展销等活动精彩呈现，市场

供给端不断给力“上新”。期待城乡融合更加便利，消

费环境持续改善，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和满足。

““ 冰 雪 热冰 雪 热 ””再 升 级再 升 级

人们在滑雪运动中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人们在滑雪运动中享受冰雪带来的乐趣。。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杜杜 宇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