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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机器人献艺古筝机器人献艺

“兔元素”火了

“兔年要到了，我特别喜欢小兔子，最近在网上买了好
几件带有‘兔元素’的年货。”北京市民张女士说。

电商平台的数据印证了“兔元素”成为年货消费热点，
兔年“拜年服饰”成为热门搜索词，兔耳朵帽子、兔子毛衣、
兔子黄金等包含兔元素的商品备受消费者青睐。

许多老字号企业线上推出造型独特的兔年礼盒产品，
在年货中加入年轻人喜欢的时尚元素，在颜值、内涵、宣传
等方面下足功夫。例如，大白兔奶糖与可口可乐联名推出
兔年限定礼盒“好事成兔”，故宫博物院与祥禾饽饽铺联名
推出带有兔子造型的糕点，知味观兔年年货礼盒采用了兔
年花车设计。

随着线上购买年货成为新风尚，不少在外游子选择
“轻装返乡”，人未到家，年货已在路上。“我是在拉萨上班
的湖南人，最近准备回家过年，想着给家人带点西藏特

产。刚好看到网上年货节活动，立马在网上商城下单了一
些特色肉制品寄回去。”家在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的王女
士说。

据了解，京东年货节专门打造“年货春运”主题会场，基
于各地年货消费趋势推出“特色年货地图”“区域特色年货
金榜”，让消费者轻松实现全国各地特色年货一站式购齐。

琳琅满目的商品、配送到家的服务，让网上年货节人
气满满。根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年货礼盒、健康滋补用品、
生鲜食品等销售增长较快。本来生活网运营人员介绍，年
货买什么、怎么买，反映着人们观念的变化。销售数据显
示，水果、粮油、肉禽、水产、休闲食品等年货必选品持续占
据热销品类，年轻用户购买力强，所选商品更加凸显出优
质、健康等鲜明特点。“将寓意美好的生鲜商品、优质食材
赠予亲朋好友，传达健康祝福，在当下很有意义。”

“网上置办年货成为新潮流，可以说是中国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的缩影，折射出数字化服务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切
实便利，人们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选到自己满意的年货。”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大成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网上年货节火热背后，离不开供给侧和物流端的强
大合力。近年来电商基础设施飞速发展，供需精准匹配，
物流体系成熟，让年货物品流通更加便捷。

年货地方特色足

“‘2023 全国网上年货节’是新形势下释放消费活力、
增添消费动力的利民惠民行动。”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
打造更多消费新场景。

在广州市，科技感十足的智能无人设备成为当地年货
节活动的一大亮点。在海心沙亚运公园、花城广场，市民
只需对自动巡游无人零售车招招手，即可现场扫码购物。
广州创新实践“线上下单+机器人配送”模式，近 100 栋写
字楼的消费者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后，机器人会及时将商
品配送。广州还举办一系列新潮有趣的促销活动，比如

“车尾箱集市”主打休闲风，运用抖音、快手等进行直播，打
造都市消费新热点。

福建以“万里赴团圆，归家喝福茶”为主题，设立“福茶
年货节电商专区”，涵盖获奖名茶、专项扶贫茶叶、特色茶
周边、茶食等品类，并策划“多彩中国年”助力活动，通过生
活化、场景化、真实化的短视频及创意海报等线上营销，引
发人们对于“归家喝福茶”的情感共鸣。

从充满家乡味道的农副产品到来自全球的优质商品，
南京市策划的网上年货节品类丰富，让市民在火热的网购
中感受浓浓年味。俄罗斯糖果饼干、智利车厘子、阿根廷
红虾……南京市商务局组织苏宁易购等电商发挥自身优
势，精选来自丝路伙伴国的优质特色商品，让消费者一站
尝遍全球美味。

“网上年货节适应了居民消费线上化、品质化的新特
点，有助于促进消费，实现多方共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张培丽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各地开设特色专场，
有助于推广地方商品，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商家、农户等市
场主体通过积极参与网上年货节，有助于增加销售收入，
提振发展信心；消费者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网上年货节，方
便高效地置备年货。

过个线上文化年

除了“吃穿用”，各类蕴含传统节日特色、体现中华文
化内涵的线上活动也丰富多彩，不少网友留言“要过个文
化年”。

“线上展现中国古代文化的魅力”“创新展览的呈现方
式，让我在外地也能欣赏这样的文化盛宴”“仔仔细细地看
了又看，果然都是宝贝”……近期，国家博物馆上新了“和
合共生——故宫·国博藏文物联展”虚拟展厅，让网友春节
期间足不出户畅游展览。展览依托故宫、国博的丰厚典
藏，通过400多件历代文物精品，带网友探寻中国“和合”文
化的历史渊源。

“春节是各地广泛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的重要时间
节点，与春节相关的龙舞、狮舞、年画、剪纸、灯会、庙会等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有200多项。”文旅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司副司长李晓松介绍，文旅部策划“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将根据除夕、元宵节等时间节点推
出“晒团圆年夜饭”“舞动中国龙”“点亮中国灯”等话题讨
论、直播活动，同时发动非遗传承人用镜头记录年俗非遗
传承活动。

为了让广大读者度过一个书香年、文化年，国家图书馆
策划寻味年俗、共读好书、乐享年趣三大类线上线下活动，
比如推出“玉兔呈祥书香迎春——中国人的新春盛事”活
动，通过主题丰富的视频内容和生动有趣的互动话题，讲述
中国人延续数千年的新春故事。国家图书馆还将联合全国
各级图书馆开展“网络书香·阅见美好”春节传统文化专题
阅读推广活动，涵盖电子书、有声书和年画图片等内容。

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炎龙接受本报采
访时说，过个线上文化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让丰富的文
化内容实现最大限度的触达，在春节尤其具有仪式感，实
现共情传播，更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互联网平台
多方参与、即时互动，让文艺资源、文化活动可视可感可
知，更加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是公共文化服务在形式上的
创新。

好物多 到货快 年味浓 消费旺

这个春节，去网上办年货
海外网 李雪钦

“我在外地工作，还没回老家，线上

订购的年货就已送到家门口”；

“往年都是大包小包提上门，今年直

接在网上下单，买了年货礼包给亲友”；

“听说现在流行智能产品这样的‘数

字年货’，我给爸妈下单了扫地机器人，

可以智能换水、自动洗拖布，希望春节派

上用场”……

春节临近，喜庆热闹的过年气氛洋

溢在网络空间，众多网友点赞称好。由

商务部、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指

导的“2023 全国网上年货节”正火热进

行，丰富多彩、具有地方特色的网络促销

活动上线，人们动动手指就能备齐年货。

商家在“2023北京年货节”通过线上直播推介商品。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本报北京电 （记者王昊男） 记
者从近日在京召开的国家文化产业
创新实验区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国家
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建设正式启
动。“这是文创实验区在文化产业数
字化及文化产业服务数字化创新方
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我们将建设一个
文化产业要素聚集、服务链条路径创
新、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的‘云园区’，
构建全方位数字服务体系。”国家文
创实验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云园区”由国家文创
实验区牵头谋划，与德必集团、中国
移动北京公司等企业采取“政府引
导、市场主导、政策支持、共建共享”
的方式携手打造。将通过大数据、
物联网、VR、AR 等技术以及元宇宙
等展现方式，推动“云园区”与实体
园区及各类文化场景、服务场景的
深度融合，助力文创企业数智化转
型，加速推进数字服务与线下服务
的协同发展。

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将打
造“一个云服务中心+N 个数字服务
模块”数字化治理模式。其中，“一个
云服务中心”即以国家文创实验区

“云园区”平台为统一官方入口，搭建

一站式服务门户；“N 个数字服务模
块”包括文化政策服务、文化金融服
务、文化版权服务、数字园区推介、创
新创业支持、文化人才交流、产业协
同发展、文化大数据应用、云网资源
及企业权益等模块。“云园区”主要服
务政府、园区、企业和白领等四类群
体端口，重点聚焦国家文创实验区内
文化企业服务。

据介绍，未来，“云园区”将引导
百家文化专业服务机构、千个线下文
化公共空间、万家驻区文化企业在

“云端”集聚，推动文化企业要素“云
端”汇集、公共政策服务触手可得、线
下文化空间一键预约、文化企业协同
智能精准、数字文化发展提质增效，
探索智慧文创园区建设的新模式，产
业集群效应拓展延伸的新方式，公共
管理服务的新范式。

据了解，经过 8 年发展，国家文
创实验区通过工业厂房改造利用、传
统商业设施升级、有形市场腾退转型
等3种方式加快转型升级，已累计培
育 51 家特色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各
类文化企业 5 万余家。近 3 年，国家
文创实验区文化产业收入平均增速
达到11.3%。

国家文创实验区“云园区”建设启动

中国科学技术馆近日恢复开馆，图为观众在欣赏古筝机器人的
表演。 杜建坡摄（人民图片）

居民幸福感提升

“处理速度真快，才一会儿工夫，被撞歪的树
就被扶正加固了。”家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的
孙阿姨在马塍路上发现一棵被汽车撞歪的梧桐
树，热心肠的她随即拿出手机通过“西湖码”线上
拍照反映。

这是西湖区用数字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构
筑全域一体化智治的新模式，市民有任何关于行
政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都可扫描

“西湖码”寻求回应。在杭州，像“西湖码”这样利
用数字化服务基层治理的创新还有很多。依托
信息化基础设施，通过数据打通，实现矛盾风险
提前研判，城市管理从粗放到精细，从单靠人来
管向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向不断转变。

为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安徽省铜陵
市义安区扎实推进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
平台建设，通过海报上栏、传单入户，将平台推广
到村、社区，打造群众“指尖上的监督站”。不久
前，义安区五松镇居民张女士在小区看到“监督
一点通”的宣传单，向平台反映了关于小区感应
灯需要修理的诉求。接到投诉后，五松镇纪委及
时核实，推动社区对小区感应灯进行仔细检查，
及时修理损坏的感应灯。

专家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实现自动化数据
采集、可视化指挥调度、便捷化居民服务，提高基
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解决基层治理“最后一公
里”的难题，可有效提升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基层工作新路径

基层作为落实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最后一
公里”，是实现数字赋能、释放数据价值的重要方
向。如何推动数字化改革在基层落地，让数字技
术更好服务基层，已成为各地政府落实公共服务
的重要内容。

“能自动比对，还能一键填入信息，真是既快
又准。”在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惠山社
区，负责核查相关人口信息的社工朱慧，感受到
了区大数据局开发的社区综合业务平台的便
利。朱慧说：“以前核查信息得挨个上门或打电
话，再进行人工录入，工作量大、耗时长，还容易
出现遗漏、更新不及时等问题。现在数字平台整
合了养老、救助、残疾人服务等业务系统，有些数
据还可以自动更新。”

四川省宣汉县探索数字化助力基层治理精
细化，推出“宣汉清廉乡村”微信公众号，将涉及
村（社区）的财务收支、惠民政策、项目建设等信
息同步更新到平台上。“公开村集体家底后，村民
对村干部信任多了，基层工作更好开展了。”宣汉
县马渡关镇烟灯村党支部书记王蓉说。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全面推
进城市基层“数字引擎”工程，聚焦社区治理难点
和服务群众堵点，建立“网格下单、全员抢单”工
作机制，成功建立起“智慧化+网格化”的工作模
式，大大提高了基层治理的效率，既为基层干部
减负，也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基层治理上台阶

基层“数”治的范畴不断拓展，已延伸到环境
整治、智慧法院、数字党建等方面。比如，浙江省
丽水市市区出租车顶灯内安装了车载移动空气
监测器，能对市区空气质量进行全方位、全天候

监测。据了解，出租车几乎覆盖了城区机动车道
路，可以监测空气质量指数，为丽水市的“绿水青
山”提供数字化支持。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杨建华认为，应将政府
数字化转型等项目纳入绩效管理，做好评价和反
馈。对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的衡量，应该看是否
解决了传统治理手段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社会中的痛点、难点。

除了将基层数字化治理落到实处，让各项治
理合法合规也需要关注。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冯
奎说，在维护和顾全更广泛的公共利益时，如何
通过法律规范以及数字化流程控制更恰当地保
护好公民的隐私等权利，也是基层智慧治理能力
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专家认为，以基层治理问题意识为导向，
以信息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不断延伸服务群众
的“触角”，将有助于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根基，
实现护稳定、促和谐、惠民生等治理目标。

护稳定、促和谐、惠民生

“数智触角”延伸到基层
海外网 武慧敏

护稳定、促和谐、惠民生

“数智触角”延伸到基层
海外网 武慧敏

“多端联动”协同打通接诉即办，

“绿色积分打卡”驱动垃圾分类共

治，“精细化人口分析”优化群租房

治理……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数字科技正赋能基层治理，助力提

高办事效率，让百姓生活更舒心。

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塘湖镇工作人员演示当地治理监控平台。 刘建平摄（人民图片）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塘湖镇工作人员演示当地治理监控平台。 刘建平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