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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连日来，全国 31 个省区市陆

续召开地方两会，经济增长、收

入、消费、乡村振兴等与老百姓

“钱袋子”息息相关的政策安排新

鲜出炉。2025 年，老百姓在家庭

收支方面将有哪些实惠和变化？

稳增长：明确发展目标
提出切实举措

为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

势，多地定下积极增长目标。

不少地方将 2025年的经济增

速定在了 5％左右或以上。北京、

广东等地明确 2025 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 5％左右；浙江、湖南、吉林

等地将这一目标定为 5.5％左右，

福建则将这一目标设为 5.0％至

5.5％；湖北、内蒙古、新疆的经济

增速目标达到了 6％左右，海南为

6％以上。

为此，浙江省明确，深入实施

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

安排重大项目 1000 个以上，完成

年度投资 1 万亿元以上。北京将

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面向民

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总投资不低

于 2000 亿元。广东省提出，促进

外贸提质发展，支持企业抢抓订

单，扩大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电

动汽车等产品出口；推动广交会、

高交会、中博会等创新发展，办好

“粤贸全球”展会；支持外贸企业

做强做优，培育一批本土供应链

企业、港口物流企业、国际分销商

和代理商。

外贸在稳增长中发挥重要作

用。广东省政协委员、民建广东

省委会副主委陈伶俐建议，为推

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中

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

加大对海外仓企业支持力度，完

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培育外贸

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拳头产品

矩阵从“新三样”向“新多样”迈

进。

促增收：中低收入群体
增收减负

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收

入增速能有多少？各地锚定经济

增长目标，纷纷定下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或

高于经济增速的目标。

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

济增长同步；加强灵活就业和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促进

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吉林

省提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实施

农民工资性收入提升行动，工资

性收入提高 20％以上。海南省

明确，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5％左右、

7.5％左右。

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多次

出现在今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中。北京将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

收，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广东、广西、山西等地都提到，推

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广西

在此基础上还明确要完善劳动者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海南省政协常委、海南省农

业交流协会主席周大卫说，政府

工作报告中明确居民收入增速，

体现了“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理

念，应该通过二次分配，促进城镇

和农村居民收入协调增长。

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民

政厅厅长苟保平说，确保中低收

入群体增收减负是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保障，需要不断强化

中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

扶，形成多层次、差异化、相对完

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大力度增

进群众福祉。

扩消费：“两新”政策扩
围升级 受益面还将扩大

2024 年，随着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实施，

越来越多优质消费品走进千家万

户，让实实在在的优惠落入老百

姓口袋中。今年，“两新”政策有

何走向？

河北省提出，加力扩围实施

“两新”政策，促进汽车、家电、住

房等大宗消费。浙江省明确，持

续推进汽车、手机、家电家居、电

动自行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医

疗设备、电梯等设备更新，优化政

策设计、补贴程序、兑付方式，扩

大政策受益面。江苏省也将加力

扩围落实“两新”政策、优化补贴

方式。湖南省推进提振消费专项

行动，持续实施“以旧换新”等系

列促消费活动。

不仅如此，新型消费、高品质

消费也将丰富居民消费体验。天

津市明确，促进文旅、健康、养老、

银发、托育、家政等服务消费，拓

展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

北京市提出，加力扩围实施“两

新”政策，促进新能源车、数码产

品等绿色、信息消费；增加生育养

老、美丽健康等高品质服务消费

供给。

海南省政协委员范高满说，

培育壮大新型消费，除了举办一

些大型活动外，还要注重研究出

台系列配套政策，吸引更多消费，

带动服务业提质升级和居民就业

增收。

促振兴：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2025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5 年过

渡期的最后一年，各地纷纷明确

促振兴的新举措。

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创建“千万工

程”示范村 500个。江西省将深化

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

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

乡村延伸覆盖。

新疆提出，深入挖掘乡村特

色资源，实施品牌战略，培育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湖南提出，推动农民

增收共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云

南也提到，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

三年行动，脱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规模保持在 320万人以上。

湖南省人大代表、湖南省龙

山县县长周胜益表示，将积极探

索低收入群体分层分类帮扶机

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群

体，在保障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通

过发展特色产业、开展技能培训、

组织转移就业等方式，增强“造

血”能力；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

通过综合性社会保障兜底，确保

基本生活无忧。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新华社北京 1月 23 日电（记

者 丁雅雯 李唐宁 朱程）年夜饭承

载着家人团聚、辞旧迎新的特殊意

义，其预订情况也成为观察消费市

场的一扇窗口。

记者了解到，随着春节临近，

多地年夜饭预订火爆，不少餐厅

“一厢难求”。业内人士指出，年夜

饭预订火爆折射春节餐饮消费活

力，预计 2025年餐饮业将呈持续向

上态势。

美团数据显示，1月 1日至 1月
16 日，平台上“年夜饭预订”“年夜

饭餐厅推荐”相关搜索量环比提升

256％，提前半个月预订年夜饭的

线上预订量同比增长 305％。

记者致电北京多家餐厅，均表

示年夜饭预订火爆。“除夕当天，门

店下午 3点半到凌晨的位置全部预

订完，春节期间的包厢也比较紧

张。”海底捞北京西单店的工作人

员向记者介绍。海底捞数据显示，

截止到 1月 21 日，全国海底捞已接

到除夕用餐预订约 4万桌。

在峨眉酒家北京亚运村鸟巢

店，记者看到不少顾客向前台咨询

年夜饭预订事宜。“临近春节，许多

顾客到店亲自挑选包间，从现在到

大年初七，晚上的包间都比较紧张

了。”该餐厅工作人员说。

品尝非遗美食成为不少消费者的年夜

饭选择。美团数据显示，1 月以来，平台“非

遗”主题团购套餐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12倍。

业内专家指出，年夜饭预订火爆折射出

消费者信心增强和春节餐饮消费活力提

升。“年夜饭预订火爆，反映出当前消费者对

于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的旺盛需求，同时也折

射出餐饮行业整体回暖，消费者信心增强，

对餐饮品质、服务体验的要求提高。”中国数

实融合 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表示，2025年
餐饮业将保持回暖态势，并在节假日消费等

方面表现活跃。

“自 2023 年起，年夜饭市场便呈现出火

爆态势，这一趋势在 2024 年进一步升温，并

在今年达到新的高峰。”中国食品产业分析

师朱丹蓬表示，今年年夜饭市场呈现价格亲

民化、菜品健康化和消费场景多元化趋势。

随着相关促消费政策红利的推动，春节期间

餐饮消费有望进一步提升并迎来热潮。

“近几年，年夜饭市场热度持续上升，越

来越多家庭选择去酒店或者高档餐厅聚餐，

显示出消费者对用餐环境、用餐体验关注度

的上升。”星图金融研究

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

示，近几年，餐饮业增长

速度高于同期社零增

速。展望 2025 年，随着

国家提振消费、扩大需

求政策的发力显效，预

计餐饮业将呈现持续复

苏的态势。

年
夜
饭
预
订
热
折
射
春
节
餐
饮
消
费
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