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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蛇年春节，
8 天假期内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 23 亿
人次，国内出游超 5 亿人次，1436.6 万人次中
外人员出入境，春节档上映新片总票房破百
亿元……透过春节的窗口，世界全景式观察
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这一承
载着深厚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的重要传统节
日中解码“何以中国”。

春运被外媒称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年度
人员迁徙”。2025 年春运 40 天里，全社会跨区
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 90 亿人次。保障如此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折射出如今中国交通系
统日益发达、运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公共
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复兴号”高铁
飞驰原野，C919 大飞机翱翔蓝天，新能源汽
车驶上“快充”路……越来越多国产交通工
具助力春运，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
力量。多家外媒注意到了今年春晚节目中的
智能机器人扭东北大秧歌。法国《费加罗报》
网站刊文指出，这场机器人完美惊艳的演
出，展现了中国的科技雄心和进步。

春节带来大量人口流动，也带动消费市
场活力涌动，一幅幅红火的消费图景，折射出
中国经济的澎湃动力。欧洲《现代外交》杂志
网站报道称，全球的企业都意识到春节所蕴
含的巨大商机，很多国际知名品牌专门推出
营销活动，发布春节主题的限量版商品、制作
与春节相关的广告等。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节日期间，食品、年俗商品、绿色智能家电、手
机、平板等商品热销，重点监测零售企业家
电、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聚
餐、旅行、观影、看剧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
放，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6.2%。
冰雪游、文博游等热度不减，春节假期国内出
游总花费6770亿元，同比增长7.0%。春节档电
影票房创历史新高，观影人次刷新历史纪录，
爆款影片热度持续走高。路透社报道说，中国
电影行业在这个春节档迎来了丰收，这一成
绩“令人鼓舞”。俄新社刊文指出，今年春节假
期消费支出的增长表明，中国经济不仅在数
量上，还在质量上有新的提高。

春节申遗成功，进一步扩大了春节的世
界影响力。越来越多人从春节的热闹场景中，
找寻到春节传承的和平、和睦、和谐等中华文
明理念，承载的家庭和睦、社会包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全人类共
同价值。巴基斯坦智库全球丝绸之路研究联
盟创始主席阿万认为，春节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人们在欢迎春天和新一轮自然周期的到来中，懂得尊重规律、
善待万物的重要性，并积极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乙巳蛇年春节所展现的红火兴旺，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的
满满活力和勃勃生机，更从春节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
看到了中国的光明未来。春节，是一个新起点，也预示着新希
望。新的一年，中国将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凝神聚力搞好自身发
展，在憧憬祝福中携手各国书写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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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2月9日电
（记者侯鸣）环绕主火炬塔底部
燃烧一周后，亚冬会圣火向上
燃至塔顶，酷似丁香花的主火
炬台瞬间吐出了火红炽热的

“花蕊”。这一刻，绚烂的烟花逐
次划破天际，与地面冰雪大世
界的流光溢彩交相辉映，上演
一场属于“尔滨”的冰雪浪漫。

7 日晚，第九届亚洲冬季
运动会在哈尔滨盛大开幕，这
是继 1996 年哈尔滨亚冬会和
2007年长春亚冬会后，我国第
三次举办这一赛事，哈尔滨也
成为“双亚冬之城”。

如今在“尔滨”，随处可见
亚冬元素，亚冬会吉祥物“滨
滨”“妮妮”以冰雕、雪雕、花灯
等各种形式出现在街头，憨态
可掬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热情招手。

本届亚冬会的举办，不仅
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次展
现中国冰雪浪漫的文化盛宴，
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以冰雪为
载体的浪漫、诗意中国。

开幕式举行当日，哈尔滨
天降瑞雪，为整座城市披上一
层浪漫的“纱衣”，又仿佛在为
亚冬会的举办献上一份贺礼。
雪，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总是浪
漫且富有感情的，这份冰雪浪
漫从古延续至今。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庭树作飞花”“孤舟蓑笠
翁，独钓寒江雪”……在数不尽
的诗词佳作中我们看到，冰雪
既可展现自然之美，也承载着
人们复杂的情感与哲思，展现
了中国人“含蓄”的浪漫情怀。

哈尔滨的冰雪文化源远
流长，而亚冬会的举办，为其
注入了新的活力。早在 20 世
纪初，哈尔滨就以其独特的
冰 雪 景 观 吸 引 了 世 界 的 目
光，近年来更是成为冬季冰
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形成
一股“尔滨热”，吸引大量海

内外游客前来赏冰乐雪。
一束束黄玫瑰“冰封”在

砌成弧线的冰墙中，以独特的
姿态在冬日绽放，清冷而娇
艳。冰墙前由大片红黄玫瑰组
成的玫瑰“瀑布”成为哈尔滨
冬日街头的一抹靓丽风景，引
得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拍照，享受“尔滨”带来的“限定
版”冬日浪漫。

或是典雅的钢琴曲，或是
充满异域风情的手风琴曲，或
是喜气洋洋的新年音乐……中
央大街两旁的建筑在白雪的映
衬下，更显古朴与典雅。冰天雪
地里，音乐声与路旁商贩的叫
卖声浑然一体，让游人感受音
乐氛围的同时，又不失鲜活的

“烟火气”，这何尝不是一种“尔
滨”的独特浪漫？

“哈尔滨是个美丽的城市，
这里的街道、建筑很美，夜晚的
冰雪大世界美到超出我们想
象，虽然俄罗斯也有冰雪，但来
到这里让我们感受到了冰雪别
样的美丽与浪漫。”来自俄罗斯
的游客亚历山大·阿德列夫说。

透过本届亚冬会的领奖
服、会徽的设计，也能看出中国
人极致的冰雪浪漫。

中国体育代表团领奖服
装设计以“冰雪浪漫”为主题，
将红色雪花图案印制在领奖
服色块之上，传达出本届亚冬
会中国健儿凌霜傲雪的风采；
会徽“超越”图案融合了运动
员奋力冲刺的姿态、哈尔滨市
花丁香花，以及亚奥理事会太
阳图标等元素，颜色仿如阳光
照射在冰面后折射的斑斓光
影，将冰雪浪漫与冰雪运动巧
妙融合。

从哈尔滨五彩斑斓的冰雪
大世界，到新疆雄浑壮美的阿
尔泰山，从吉林如梦似幻的雾
凇景观，到内蒙古冬季苍茫辽
阔的草原……以亚冬会为契
机，中国的冰雪之美、冰雪之浪
漫正在被世界看见。

从亚冬会
看中国冰雪浪漫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数据显
示，1 月份，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
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环比分别上涨0.5%、0.7%，涨
幅均比上月有所扩大；工业生产处
于淡季，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2.3%。

服务和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
CPI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

从服务价格看，1月份，服务价格
环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8
个百分点，影响CPI环比上涨约0.37
个百分点，占CPI总涨幅五成多；同
比上涨1.1%，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
百分点。

服务中，春节期间出行和文
娱消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
通工具租赁费、旅游、电影及演出
票 价 格 分 别 环 比 上 涨 27.8% 、
16.0%、11.6%和 9.6%；受务工人员
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
服务和美发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9.3%和9.2%。

“春节期间居民消费热情较
高，叠加新一轮以旧换新启动，交
通工具、家用器具等耐用消费品价
格好于季节性表现。”中国民生银
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从食品价格看，1月份，食品价
格环比上涨1.3%，影响CPI环比上
涨 约 0.24 个 百 分 点 ；同 比 上 涨
0.4%，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0.07 个
百分点，上月为影响 CPI 下降约
0.09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鲜果
和水产品价格分别环比上涨5.9%、
3.3%和2.7%。

“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
春节前夕居民储备年货增加，叠加
多地气温下降影响农产品生产与储
运，推动猪肉价格止跌回升，鲜菜、
鲜果等短周期食品价格有所提高。”
温彬说。

此外，受国际黄金和原油价
格上涨影响，国内金饰品和汽油
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3.0%和 2.5%。
从同比看，汽油价格降幅由上月

的 4.0%收窄为 0.6%，对 CPI 的下拉
影响比上月减小0.12个百分点。

1 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 CPI 连续第四个月回升，本月
环比上涨 0.5%，同比上涨 0.6%，涨幅
均比上月有所扩大。

“核心 CPI 在众多物价指标中相
对更能反映经济总需求的变化情况，
核心CPI逐步企稳回升，预示着我国
总需求有望逐步改善。”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
立坤说。

受春节假日等因素影响，1 月
份，PPI 环比下降 0.2%，降幅比上月
扩大 0.1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2.3%，
降幅与上月相同。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
董莉娟分析指出，春节期间煤炭供应
保障有力，电厂存煤较为充足，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下降2.2%。受
假日及低温天气等因素影响，房地
产、基建项目部分停工，建材等需求
有所回落，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价格分别环比
下降0.9%、0.6%。

受国际有色金属价格波动传导影
响，国内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环比下降0.4%。国际原油价格上
行，带动国内石油相关行业价格上涨，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分别环比上涨
4.5%、1.0%。

“在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放缓、
全球需求趋弱影响下，全球大宗商品
价格预计将整体回落，但春节后工业
建筑业逐步复工复产，增量政策显效
发力，市场供需关系将得到边际修
复，预计 PPI 同比降幅将有所收窄。”
温彬说。

展望全年物价走势，国家发展改
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刘方认
为，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收入、就
业、消费意愿等指标延续改善趋势，将
支撑居民消费需求持续恢复，推动物
价总水平继续温和回升。

新华社记者 潘洁

CPI涨幅扩大 PPI同比下降
——透视1月份物价数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的通知》。文件出台背景是什么？部
署哪些任务？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

问：为什么要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

答：国家高度重视风电、太阳能发
电等新能源发展，2009年以来陆续出
台多项价格、财政、产业等支持性政
策，截至 2024 年底，新能源发电装机
规模约14.1亿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
机规模40%以上，已超过煤电装机。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发展，新能源
上网电价实行固定价格，不能充分反
映市场供求，也没有公平承担电力系
统调节责任，亟需深化新能源上网电
价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新能
源开发建设成本比早期大幅下降，各
地电力市场快速发展、规则逐步完
善，也为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创造了
条件。

问：改革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改革总体思路是，坚持市场

化方向，推动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面进
入市场、上网电价由市场形成，配套
建立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区分
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促进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

改革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推
动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
新能源项目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
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过市场交易
形成。二是建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
展的价格结算机制。新能源参与市场
交易后，在结算环节建立可持续发展
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电量，
按机制电价结算。三是区分存量和增
量项目分类施策。存量项目的机制电
价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增量项目的
机制电价通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

问：为何要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
展价格结算机制？

答：新能源发电具有随机性、波动
性、间歇性，特别是光伏发电集中在午
间，全面参与市场交易后，午间电力供
应大幅增加、价格明显降低，晚高峰电
价较高时段又几乎没有发电出力，新
能源实际可获得收入可能大幅波动，
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

为此，经反复研究，通知提出在推
动新能源全面参与市场的同时，建立新
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对纳入
机制的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
电价时给予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价时
扣除差价。通过“多退少补”的差价结算
方式，让企业有合理稳定的预期，促进
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
现。从国外情况看，新能源发展较好的
国家通常采取类似做法。

问：如何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答：新能源具有固定投资成本占比

大、变动成本占比小的特点，随着技术进
步、造价持续降低，新老项目经营成本差
异较大，需要平衡好新老项目关系。在充
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通知提出
在实施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
时，区分存量和增量，分类施策。

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以2025年6月
1日为节点划分。6月1日以前投产的存
量项目，通过开展差价结算，实现电价等
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6月1日及以后投
产的增量项目，纳入机制的电量规模根
据国家明确的各地新能源发展目标完成
情况等动态调整，机制电价由各地通过
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这种老项目老办
法、新项目新办法的安排，能够在保持存
量项目平稳运营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
式确定增量项目的机制电价，有利于更
好发挥市场作用。

问：对终端用户电价水平有何影响？
答：这项改革，对居民、农业用户电

价水平没有影响，这些用户用电仍执行
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策。对于工商业用
户，静态估算，预计改革实施首年全国
工商业用户平均电价与上年相比基本
持平，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市场价格
较低的地区可能略有下降，后续工商业
用户电价将随电力供需、新能源发展等
情况波动。

问：对电力行业会有什么影响？

答：此项改革标志着以市场化方式
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迈出关键步伐，将对
电力行业带来深远影响。

一是有利于推动新能源行业高质量
发展。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由市场形成，
存量增量分类实施支持措施，有利于形
成真实的市场价格，促进电力资源高效
配置，引导新能源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二
是有利于促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新能
源入市交易后，将公平承担电力系统调
节成本，各类电源在电力系统中的价值
将得到更充分体现，更好引导新能源与
调节电源、电网协调发展，助力构建更加
高效协同的新型电力系统。三是有利于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改革后，新
能源与煤电等一样进入电力市场、上网
电价均由市场形成，电力市场化交易进
一步扩围，同时各地电力市场规则将按
照国家要求相应完善，能够极大促进全
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

问：将如何做好组织实施？
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

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好实施。一是允许地
方因地制宜确定实施时间。考虑到不同
地方新能源发展状况不一、电力市场情
况不同，由各地按照国家政策制定具体
方案，自行确定实施时间，但最迟不晚于
2025 年底。二是强化政策协同。三是做
好跟踪评估。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魏玉坤

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相关文件答记者问

22 月月 99 日日，，顾客在云南顾客在云南
省蒙自市一超市选购蔬菜省蒙自市一超市选购蔬菜。。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薛莹莹薛莹莹 摄摄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谢希
瑶）记者9日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全国
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
数据平台显示，1月20日0时至2月8日
24 时，有 2009.2 万名消费者申请了
2541.4万件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

1 月15 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发布《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购
新补贴实施方案》。1月20日，全国28

个省份及时启动补贴政策，其他地区
也相继落地实施。据中国银联监测数
据，全国超6000家商户通过银联参与
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产生
补贴交易 626.84 万笔，销售金额约
205.8亿元。

第三方市场调查机构数据显示，
购新补贴政策带动手机市场量额齐
增。节前一周，手机销售量、销售额环

比分别上涨 74%和 65%，同比分别上涨
30%和 34%；春节期间，2000 元以下、
2000 至 4000 元、4000 至 6000 元价位手
机销售量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同比分别
增长10%、52%、108%。

据介绍，商务部高度重视补贴政策
风险防范工作，全国商务系统通过多维
度搭建信息数据库，对购买人身份信息
与补贴交易真实性进行实时校验，全流

程监控资金使用风险，保证每笔交易真
实、闭环、可溯。手机生产、销售企业积极
响应，履行风险防控直接责任，广泛应用
动态口令签收、物流轨迹校验等技术，加
强风控判断，防范虚假交易。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加强工作指
导，督促各地进一步优化申领流程、扩大
参与主体、强化风险防范，确保手机等数
码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平稳、顺畅实施。

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申请人数突破20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