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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关乎美好生活，影响经济
发展。未来五年，中国消费赛道将
迎来哪些“上新”？消费版图又将
如何重构？

“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
力”“推动教育培训、医疗健康、养老
托育、文旅体育等消费提质扩容”“强
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近日公布的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勾勒出未来五年中国消费新图景。

国货当“潮”，培育自主品牌影响力

大白兔香水、老干妈卫衣、内联
升潮鞋……近年来，不少国货品牌的
创新让人眼前一亮，“国潮”“国风”成
为中国消费者购物车的关键词。

京东大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年，京东平台上销售过亿的品牌中，
中国品牌占比超80%；今年妇女节
期间，拼多多平台的国产新锐品牌
订单量超过国际品牌，占比近60%。

“国潮崛起的背后，是国人对中
华文化和审美的认同感日益增强，
更是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自
信、爱国态度的体现。”拼多多战略
副总裁刘大卫表示。

根据规划和目标纲要，“十四
五”时期，将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
动，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
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率先在化
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
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

“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
进程。企业只有拥有自己的核心品
牌，才有生命力、竞争力。”中国中
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说。

赛道“上新”，充分挖掘服务消
费潜力

未来五年，服务消费无疑将成

为消费领域的重要赛道。
“以健康消费为例，疫情加速了

大众健康观念和消费决策的转变，
更多医生走入线上健康消费场景，
提供专业化问诊和帮助。消费者对
健康的定义也从‘不生病’逐渐转
变为‘吃好睡好心情好’。未来国
内健康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丁香
园创始人、董事长李天天说。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步伐加快，
服务消费在消费支出中已占“半壁
江山”。疫情期间，服务消费线上
化势头更明显，在线教育、互联网
医疗、在线娱乐视听等一系列“无
接触”服务呈爆发式增长。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
表示，居民消费从“实物型”向“服
务型”转变，凸显了我国消费升级
加快趋势。“十四五”时期，要通过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挖
掘服务消费潜力，为经济发展激活
新引擎。

“绿色”“定制”，升级类消费空
间广阔

花样滑冰“优雅而至”、钢架雪
车“快速驶来”……日前，在青岛啤
酒智能生产线上，十几款造型各异
的冬奥运动图案“跃上”啤酒罐
身。生产线负责人介绍，像这样的
定制化产品，已实现全流程智能
化，订单交货时间降低50%。

C2M反向定制已经成为消费
“新宠”，京东数据显示，2020年上
市的“爆款”新品中有大量是定制
商品，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意产品
受到消费者青睐。

绿色消费也成为生活新风尚。
新能源汽车畅销、外出就餐点小份
菜、节能家居用品走俏市场……如
今，环保、低碳、健康、安全的消费
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规划和目标纲要指出，“十四
五”时期，要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信
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鼓励
定制、体验、智能、时尚消费等新模
式新业态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
研究所所长王微建议，未来要进一
步促进消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
进商品和服务供给从中低端迈向中
高端，并以5G、物联网、云平台等新
基建为依托，加快构建“智能+”消
费生态体系，为新消费潜力释放提
供坚实支撑。

瞄准痛点，着力解决消费
“烦恼”

优化消费结构，不仅要锻造长
板，更要补齐短板。

“改善县域消费环境，推动农村
消费梯次升级”“强化消费者权益
保护，完善质量标准和后评价体
系”“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
系”……规划和目标纲要亮出的一
系列举措，瞄准消费领域的痛点、
堵点。

“目前公路运输成本较高、铁水
干线联运通道不畅等问题依然存
在，制约着消费潜力的释放。未来
应从数字新商贸与智慧物流、供应
链协同创新等层面多措并举降低流
通成本，畅通商品服务流通渠道，
提升流通效率。”苏宁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加快破除制约居民消费的
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多行业多领
域放心消费环境建设，加强消费
者权益保护，大幅降低消费者维
权难度和维权成本，全面提升产
品和服务质量，让消费者自由选
择、放心消费。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为地球发声，与自然共生！”27日晚，
一些城市的地标建筑瞬间熄灭了造型各异
的彩灯，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参加到“为地
球发声”的各类创意活动中。

27日 20时 30分一到，上海地标建
筑——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等悄然熄
灭彩灯，迎接“地球一小时”活动。游客李
女士表示：“看到陆家嘴楼宇的灯一下子集
体熄灭，还是有触动的。对我们每个人来
说，地球只有一个，保护我们的家园，从‘熄
灯’开始。”

在上海植物园，夜幕降临，一群自然爱
好者拿着单反相机，捕捉早春花卉在昏暗
夜色中栖息的姿态。耧斗菜正羞答答地低
下头，菊科植物也合拢了花瓣……“第一次
带孩子在夜间观察大自然，没想到远离都
市光线，夜色下的花草也有不一样的美。”
上海市民董女士说。

“地球一小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的全球性环保行动，WWF上海区
域主任任文伟表示：“今年我们希望通过‘地
球一小时’的活动，促进企业、政府和公众对
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共同为地球发
声，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让更多企业明
白应该如何科学地实现碳中和。”

在广州市，一些地标性建筑及部分宾
馆、企业制定了关闭部分照明设备的方
案。27日20时30分，位于珠江河畔的广
州塔“小蛮腰”熄灭塔身灯光。据广州塔有关负责人介绍，
自2011年以来，广州塔已连续10年响应“地球一小时”活
动，希望通过城市地标的影响力，传播节能环保正能量。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白
天鹅宾馆在活动期间关闭了外墙的装饰灯。宾馆资深公
关传讯经理韩璐告诉记者，宾馆平时积极倡导环保理念，
客房窗户、中庭光棚都安装了节能中空玻璃，让保温隔热
的效果更佳。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围绕“为地球发声”
主题策划系列线上活动，在官方微博发起话题“花式熄灯
挑战”，征集网友响应熄灯一小时号召的创意关灯新玩法。

随着时钟的指针指向20时30分，古城西安市中心的
钟楼上华灯瞬间熄灭。不远处与之相对的鼓楼、城墙，遥
遥相望的大雁塔等西安标志性建筑，也同时熄灭了原本璀
璨的灯火。西安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牟晨说，2010年
西安市承诺加入“地球一小时”活动，得到社会各界和市民
朋友们的响应支持。今年在钟楼、鼓楼、城墙、大雁塔、长
安塔等西安标志性建筑熄灯的同时，西安市行政中心办公
楼及周围景观灯也会熄灯一小时。

在西安城墙下，来自江苏的游客沈女士说：“没想到还
赶上了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我平时就很注重环保，今
后我会号召身边的人一起从小事做起，如随手关灯，不浪
费每一滴水，使用环保用品。”

成都市内一些大型商场在醒目位置张贴了“地球一小
时”活动的倡议，27日20时30分，不少商场外的装饰灯逐
渐调暗或关闭，一些宾馆大堂的照明熄灭，餐厅里的灯光
将被浪漫的烛光取代。

保护地球，不只“一小时”。为保护环境，积极引导垃
圾分类，成都市一些小区推出一些接地气的小“妙招”。“我
们引导居民把果皮垃圾制作成环保酵素，就地减量处理了
部分餐厨垃圾，还种出了有机无公害的蔬菜花草，一举多
得。”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兴蓉社区党委书记贾培杰
说，如今成都肖家河街道已有5个老旧院落在开展“城市
生态农耕”。（记者吴 霞、周 颖、姜辰蓉、董小红，李雨函参
与采写）（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

未来五年，消费版图如何重构？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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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记者
刘夏村）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26 日表示，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
息等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在近年
来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各企业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切实做好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
控工作。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是确定企
业内的有限空间数量、位置以及危
险有害因素等基本情况，建立有限
空间管理台账；二是建立健全有限
空间作业审批、现场安全管理等规
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严格按照

“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开展
作业；三是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
项目，承包方应具备国家规定资质
或安全生产条件，并签订协议明确
各自安全职责；四是加强对临时工、
农民工、外包单位人员安全培训，开

展有限空间事故警示教育，严禁盲
目施救；五是为现场作业人员配备
必要的气体检测、呼吸防护、坠落防
护、通风、照明、通信等设备装备；六
是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配备
必要应急救援器材，加强应急预案
演练，防止因施救不当造成人员伤
亡扩大。

记者了解到，有限空间作业涉
及矿山、化工、建筑、电力、造纸、造
船、食品加工、餐饮、市政工程、城市
燃气、污水处理、特种设备等多个行
业领域，是企业易忽视的高风险作
业，加之作业环境千差万别、作业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极易发生有限空
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26日，为进
一步推动各地区各单位和社会公众
深刻吸取有限空间作业事故教训，
应急管理部对外公布了2019年以来
发生的一批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
典型案例。

应急管理部：

从六方面做好有限空间作业风险防控工作
2020年3月23日，工

作人员在科兴中维包装线
上检查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预充注射器剂型上的标签。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国民全人群接种
来了！我国将构筑
最 大 免 疫 屏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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