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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卖场内，学生兴致盎然地挑

选心仪的电子产品；各大景区，手握准

考证的学生排队等待身份核验；驾校

报名处，学生们排起长队……高考落

幕，“考后经济”成为暑期消费热点。

从考场里走出来的学子，趁着高考后

这段时间，走入社会、放松身心、学习

技能。

高考前，学生们的时间几乎都花

在课本上、校园里。考试后，有了更

多 空 闲 时 光 ，许 多 人 开 始 学 着 做 规

划 ，自 己 设 计 旅 程 、安 排 学 车 时

间……平衡休闲与充电的丰富活动，

让他们在人生的一场大考后，可以做

一次深呼吸。

这场由闲暇时光带来的社会实践

课堂，意义远超于消费、娱乐、休闲本

身。完全自理，是年轻人学着担责任

的第一步。凭准考证享受的景区免

票、特惠机票与餐饮折扣，就像社会递

来的“入场券”。借此机会，学生们与

社会有了更深入全面的接触，往日因

课业紧张而没空了解的事情，这个时

候可以去慢慢感悟。

把考后消费当成步入社会的预习

课，而不是某种“奖励”，或许更有意

义。自己做消费选择，如同驾驭欲望

之车，光知道踩油门可不行，还得学会

啥时候踩刹车。若是只顾着享受“买

买买”的痛快，却不想想钱从哪里来、

怎么花才合理，便错失了学会自我管

理的上佳机会。

“考后经济”带来的教育意义，是

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

高考前，“学生”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标

签；而今，他们开始被社会识别为独立

的消费者。准考证在特定的消费场景

中化为“通行证”，让他们体验自己的

社会角色。怎么消费“自己说了算”所

带来身份意识的变化，也是一场深刻

的成人礼。

在这个意义上，“考后经济”引发

的消费热，真正的价值在于创造合适

的场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价值观。借此契机，社会与家庭不妨

把“消费教育”作为成人礼的重要一

课。喧嚣退去，真正的成长印记，或

许是年轻学生开始萌生的理财意识，

或 在 旅 途 中 突 然 明 晰 的 专 业 方 向 。

考后消费不只在于购买了什么产品

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去探索自我、认

识世界，并试着扛起一点责任。这才

是“考后经济”带给学生们最珍贵的

成长礼物。

（摘编自《浙江日报》，原题为《考

后经济是场消费教育》）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电影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 年上

半年电影票房为 292.31 亿元，观影人次为 6.41 亿

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2.91%和 16.89%，国产影片

票房占比为 91.2%，票房过亿元的影片 25 部，其

中国产影片 16 部、外国影片 9 部。除了丰富的

市场供给，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合力推出延续电

影专项资金返还政策、优化国产片档期协调机

制、扩大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规模等一系列促进

电影产业发展的举措，进一步激发了电影产业

活力。接下来，在内容端应培育多元化创作生

态，通过专项基金扶持中小成本电影和艺术影

片。在科技层面，需加快虚拟制作、LED 影厅等

新技术应用标准制定。产业生态上，深化“电

影+文旅”融合，拓展衍生消费场景。此外，需健

全电影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版权保护，构建从创

作到消费的良性循环。（时 锋）来源：经济日报 王王 鹏作鹏作（（新华社新华社 发发））

激发电影产业活力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数据显示，1—5 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3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3%。物流如同

实体经济的“筋络”，紧密相连着人流、

资金流、信息流，成为衡量经济活力不

可或缺的“风向标”与“晴雨表”。物流

稳健增长，映射我国经济形势持续向

好。

1—5 月，我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

总额同比增长 6.4%，其中 5 月同比增长

8.3%，较 4 月提高 2.1 个百分点。这表

明，我国内需政策持续发力，各地因地

制宜、审时度势促消费举措取得显著成

效，在打造高品质生活、激发市场新活

力等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特别是节

日经济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双重

推动，不断激发消费热点，促使消费物

流持续加速回暖。从年初的冰雪经济、

年货经济到春日经济，再到上半年的节

日经济，前 5 个月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活

力不断释放。

物流数据向好，折射出我国实体

经 济 加 快 复 苏 、高 质 量 发 展 稳 步 推

进。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切实拉

动物流需求，进而助力供应链的优化

和产业链的配套，而这又反过来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形成实体经济与

物流发展的良性互动。今年前 5 个月，

工 业 品 物 流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5.6% ；5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保持较快增长。这组数据就是有

力例证。

另一方面，我国传统产业持续升

级，新兴产业加速孕育成长，绝大多数

工业品细分领域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

长。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汽车用锂

离子动力电池相关生产物流量同比增

速超过 30%，新能源产业链物流需求强

劲增长。此外，5 月，装备制造对物流需

求的增长贡献率超过五成，汽车制造、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

业物流需求增长均超过 10%，不断优化

的工业品物流结构显示经济高质量发

展强劲动能。

受电商促销活动及国家补贴政策

等多重因素驱动，1—5 月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增长 6.3%，“直播间下单”

“半小时送达”等直播销售、即时零售模

式日趋成熟，在形塑和改善居民日常生

活的同时，业已成为拉动消费物流的隐

形冠军。不仅如此，我国进口物流得到

结构性改善，跨境物流线路更加畅通。

尽管国际贸易环境风云变幻，我国高端

工业品仍逆流而上，取代了铁矿石、煤

炭等传统原材料，一跃成为进口增长的

主力军，推动优化进口物流结构。1—5

月，机床、集成电路进口物流量保持增

长，累计增速分别为 25.1%和 8.4%。而

多元化的陆路通道、持续增强的国际航

空货运能力则为国际供应链的稳固提

供了坚实保障。5 月，民航货邮运输量

飙升 16.6%，其中国际航线维持 26.3%的

高增长；同月中亚班列开行 1321 列，同

比增长30.9%。

物流行业的稳健发展，反映了我国

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展现

出强大韧性与活力。眼下，各地正积极

减少物流卡点堵点，推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降低物流成本。如江苏省于 5

月 1 日起取消其境内 101 座船闸收费，

新建船闸不再收费，此举预计每年将减

少收费约 2 亿元；武汉市依托“九省通

衢”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五型”国家物

流枢纽，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这些降

本增效举措将进一步畅通经济循环，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激发“流动中国”发

展活力。物流企业也当持续规范行业

竞争，自觉反“内卷式”竞争，加强多式

联运，加快布局低空经济，加强物流对

供应链的稳定支撑作用，推动经济持续

向好。

（作者：刘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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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平 台 上 ，

“博士学姐”“金融大

V”“医美专家”屡见

不鲜……近日媒体调

查揭露，不少所谓“专

家”实为“李鬼扮李

逵”，尤其是医疗、金

融、农业等领域，已成

为伪专家的重灾区。

比如有的打着

“健康科普”幌子的

“网红医生”，根本没

有专业背景，他们兜

售“视力恢复训练”

等伪科学内容，已被

医学界辟谣，却仍以

此 误 导 公 众 ；某 些

“金融大 V”精心打

造“投资天才”等虚

假人设，推销课程、

诱导投资，甚至直接

实施诈骗；还有一些

农业“专家”推荐所

谓“防虫神器”“增产

神药”，利用专业术语包装无效产

品，导致农户蒙受经济损失……

种种乱象表明，伪专家的影响已

不仅是信息污染，甚至产生了实

质性的社会危害。

伪专家的生存逻辑，本质上

是流量时代的“人设经济学”——

一个闪亮头衔胜过长篇干货，几句

惊悚标题能换海量点击。这背后

已形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虚假人

设”正成为收割流量的“新镰刀”。

目前，中央网信办已将整治

“伪专业”信息纳入2025年“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相信会有更多的

违规账号被下架、封禁。

但治理绝非一日之功，我们

不禁要问：是谁给伪专家开了放

行的“绿灯”？只有从源头上解决

问题，才能真正打掉伪专家的生

存空间。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