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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日电《中国证

券报》1日刊发文章《政策红利加速释

放 健康消费站上风口》。文章称，健

康消费的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显示健

康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迎来

发展新机遇。

住建部 6 月 29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2024 年底，全国已建设口袋

公园 4.8 万多个，绿道超过 12.8 万公

里，增加健身设施 18 万多件；6 月 23
日，国家体育总局对《城市体育消费活

力提升指引》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

见……专家认为，促进健康消费的系

列政策举措，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健

康消费大市场，进一步推动市场规模

增长、业态模式创新和消费结构优化。

餐桌健康新风尚
“这几天，北京最高气温近 40 摄

氏度，我在家里备了蓝莓、酸奶和麦片

等食材，方便在下班后做‘健康餐’。”

在北京工作的赵文珍说。

对于消费者而言，吃得健康，是

迈向健康生活方式的第一步。提升

健康饮食消费水平，位列商务部等十

二部门此前印发的《促进健康消费专

项行动方案》主要任务的首位。

消费者的餐桌上刮起了健康新风

尚。美团数据显示，6月以来，北京地

区“轻食餐厅”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

145％。“体重管理年”带火“瘦身经

济”。美团数据显示，6月 1日以来，“健

身月卡次卡”搜索量同比增长 31.6％。

消费者对健康的关注，也让功能

性饮料、保健品等受到欢迎。根据京

东买药数据，婴童营养品、鱼油、氨糖

等均为“618”购物节期间成交额靠前

的品类。国盛证券食品饮料分析师

李梓语认为，具备强功效性的基础营

养品类将受益于人群渗透率提升，销

售业绩保持增长。

“随着健康饮品品类多元化，软

饮市场稳步扩容，功能饮料市场维持

高景气度。”李梓语表示。

推动文旅升级
4月，云南泼水节期间的搏击赛、

桨板等项目吸引万千游客到访；5月，龙

舟竞渡的鼓声激荡广东水乡；6月，“苏

超”联赛持续带动江苏文旅热，赛事举

办地在文旅上同步“竞争”……今年以

来，多个文旅热点与体育运动相关。

《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

提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产业。国家

发展改革委 6 月 26 日表示，将繁荣群

众性赛事活动、深化文体旅融合等纳

入相关规划和政策，指导各地推动体

育赛事活动与非遗民俗、旅游观光等

深度融合。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认为，体育旅游作为健康消费的重要

组成部分，既契合文旅产业从观光型

向体验型转变的趋势，也顺应全民健

康意识提升的时代需求。

随着健康理念深入人

心，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也

更有底气。中研普华产业研

究院预测，2025年至 2030年，

中国体育旅游市场规模将以

年均 13.3％的复合增长率持

续扩大。

体育旅游已被纳入地方

政府因地制宜谋发展的蓝图。《深圳

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

出，引导支持自行车品牌企业、行业

协会等举办骑行嘉年华、城市趣味骑

行、亲子骑行等具有深圳特色的骑行

活动。《上海市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

案》提出，发展房车露营、帐篷露营等

新业态，支持体育装备、体育培训等

行业发展。临近暑期，湖北省将森林

徒步、高山疗愈、山间漂流纳入夏季

文旅消费季主推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

院研究员魏国学认为，户外运动将有

力带动文化旅游、装备器材、餐饮住

宿等领域发展。

吸引企业入局
“近年来，居民健康意识明显增

强，健康消费潜力巨大，呈现出市场

规模快速增长、业态模式不断创新、

消费结构持续优化等特点。”商务部

消费促进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市场前景吸引着更多企业入局。

企查查数据显示，国内现存 15.54万家

康养相关企业，截至目前，今年以来新

注册 1.4 万家，同比增长 6.50％；现存

5.85 万家户外运动相关企业，今年以

来新注册 1351家，同比增长 3.21％。

针对健康消费的供给优化，金融

支持体系日渐完善。中国人民银行

等六部门近期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

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提

出，探索金融支持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有效渠道

和方式。中国人民银行此前已设置

额度 5000 亿元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

贷款，而“增强银发市场服务能力”正

是《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的

主要任务之一。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研究员、健康金融实验室（资源库）

主任任国征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对健

康消费财税金融支持，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并积极引导社

会投资，支持健康消费服务数字化赋

能、产业集群和集聚区培育、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和标准化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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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日电《经济参

考报》7 月 1 日刊发记者陈涵旸、王璐

采写的文章《数智赋能 交通重大工程

建设加速推进》。文章称，时至年中，

从川西北高原的川汶高速到松花江畔

的超级桥梁，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到河北高速的智慧改扩建

工程，在数字化、智能化的增效赋能

下，交通重大工程建设跑出“加速度”。

记者了解到，交通运输部正在抓

紧制定“十五五”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谋划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全链条智慧

化转型升级将是当前和“十五五”时

期交通发展的重要方向。

安全三码平台、项目经理部网格

化平台、安全积分平台……走进正在

建设中的四川川主寺至汶川高速公

路（简称“川汶高速”）TJ16 标综合场

站项目施工现场，产业工人安全培训

中心的“数字大脑”正在实时工作。

“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大屏上实时

显示的汶川隧道出口等重要工点的

安全码，可以随时查看工点的风险信

息、设备信息等，让施工隐患无处可

藏。”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公路二分公

司副总经理兼川汶高速 16 标项目经

理吴雪冰介绍。

川汶高速作为“十四五”规划重

点推进项目之一，是《国家高速公路

网规划（2013—2030）》中第 6 条首都

放射线北京—拉萨联络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于去年开始先期施工，并

将于今年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目前，汶川隧道进口、出口和枢

纽互通桥梁三个先期开工点已经全部

开始施工。”蜀道集团藏高川汶公司董

事长袁泉表示，川汶高速是国家高速

公路网和四川省高速公路网的关键工

程，项目建成后，它将成为构建完整

“大九寨”交旅融合西环线的关键路

段，更是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

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的交通纽带。

交通重大工程具有单体投资多、

社会影响大、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是

扩内需、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领域

之一。今年以来，全国交通工程建设

高效推进。1至 4月，完成交通固定资

产投资 9503 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

别完成投资 6534亿元和 684亿元。此

外，1 至 5 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 2421亿元，同比增长 5.9％。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 2024年底实现主体结构基本完工，

目前正在进行主体工程最后的配套

设备安装、装饰装修等施工；哈尔滨

都市圈环线西南环段松花江特大桥

预制梁安装预计 8 月初完成；廊涿高

速等多个改扩建重大工程将在近期

全面开工……下半年，一批交通重大

工程项目建设将刷新进度，现代化高

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构建。

在路网不断织密的同时，智慧

化、绿色化成为越来越多交通基础设

施转型升级的重点方向。

川汶高速正借助科技力量从蜀

道“难”稳步迈向蜀道“通”。“从整体选

线到细节勘察设计，我们运用了航空

航天物探、无人机三维倾斜摄影等智

慧勘察手段。”蜀道集团路桥院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李海清表示，在施工环节，

建设方还创新引入第三方“安全管家”

服务，打造了“专家智库+现场督导+
智慧赋能”三位一体的安全管理模式。

不仅是川汶高速，放眼全国，一

批批重大工程建设中都有数智赋能

的身影。

松花江特大桥建设中水下机器

人凭借浑水摄像头与姿态控制系统，

深入江底获取桥墩基础、地质构造的

高清影像；廊涿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

了智慧梁场，实现预制梁生产全流程

数字化管控；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工程通过智慧建造，推动

“大基建”数字化转型。

除了设计建设环节，智慧高速、

智慧服务区、智慧港口、智慧航道等

智慧交通应用场景也正在加快落地。

以港口为例，目前我国已建成自

动化集装箱码头 23座，自动化干散货

码头 29 座，5G 无人驾驶集装箱的卡

车、铁路和堆场轨道吊自动化远程操

控、智能闸口等多项创新技术得到了

广泛应用，我国自动化码头的应用规

模、作业效率、技术水平都走在了世

界前列，部分港口还打造了集关、港、

贸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平台，智慧

服务的效能也显著提升。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在近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下一

步，交通运输部将继续聚焦水运基础

设施智慧化转型，促进船、港、航各要

素间的智能协同，全面提升水运效率

和发展能级。研究制定智慧港口、智

慧航道的建设评价标准，提供良好的

规范化制度支撑；推进高等级航道和

具备条件的主要港口应用智能感知

设备、数字孪生等技术，推动生产管

理和运行监测智慧化；创新港口的数

据服务，应用区块链技术推动航运贸

易数字化，推动跨区域通航建筑物船

舶过闸联合调度，实现运营服务的智

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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