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营商惠民生
晋中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6版

重点推荐

招商引资逆势上扬、重点项目加快建

设、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022年以来，山

西省晋中市上下铆足干劲共同努力，展现

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和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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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揽月 记者朱波报道

2022 年，天津市引进北京投资项目

1180个，到位资金1853.06亿元，占全

市吸纳内资的比重超过一半，达到

50.1%。这是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

天津调查总队日前联合发布的《2022年

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的信息。

据了解，2022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亮

点纷呈，天津市交出喜人成绩单。公报显

示，通过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北京企业在天津新设机构1406家，

新落地重大项目318个，总投资1721亿

元。天津市吸纳北京技术合同 2256

项。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宝坻京津中

关村科技城建设进展顺利。

同时，重点领域协同发展硕果累

累。“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京唐

城际铁路、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

建成通车，津兴铁路全线铺轨。塘承高

速滨海新区南段开通运营。雄安新区

至天津港货运快速通关机制不断完

善。协同创新持续活跃，三地共同申报

的“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入选“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

中心天津中心挂牌。医疗领域协同持

续推进，参与京津冀地区医学影像检查

资料共享的医疗机构达到56家；临床检

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达到89家，互认项

目达到50个。

本报讯 记者施文郁从辽宁省大连

市商务局获悉，作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

创新发展试点城市和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大连市积极推进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发展数字贸易新业态，服务贸易发展迈

上新台阶。2022年，大连市服务贸易总

额达到87亿美元，同比增长19.1%，高于

全国平均增幅10.8个百分点。其中，服

务出口额为57亿美元，同比增长24.8%，

高于全国平均增幅17.2个百分点；服务

进口额为30亿美元，同比增长9.6%，高

于全国平均增幅0.7个百分点。

运输服务居第一大领域。运输服

务保持较快增长，全年运输服务进出口

总额为29.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

其中，运输服务出口额为17.2亿美元，

同比增长21%；运输服务进口额为12.7

亿美元，同比增长29.6%。

信息服务出口优势显著。大连市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为41.6亿美元，

同比增长24.2%，占服务贸易总额比重

47.8%，高于全国平均比重5.9个百分

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大连市

主导知识密集型服务，位列大连市服务

贸易第二大领域，该项出口贸易额达到

26亿美元，同比增长44.8%。

2022年，大连市服务贸易总额、出

口额、进口额占辽宁省比重分别为56%、

78.3%、9.6%，较上年分别提高3.7、3.4、

1.5个百分点。下一步，大连市将着力

在数字贸易等优势领域进行前沿探

索，出台《大连市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在全省

乃至东北地区形成数字贸易制度创新

典范。

2022年天津引进
北京投资项目1180个

2022年大连服务贸易额
同比增长19.1%

城市热点

□ 丁 乐 吉 宁 蔡馨逸 李佳旭

摩肩接踵的排队“长龙”、蒸蒸日

上的餐饮产业……随着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调整，餐饮堂食等线下消费场

景有序恢复，带动相关消费回暖向

好。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年1~2月，全国餐饮收入同

比增长9.2%。

餐饮消费需求大幅释放

最近，“一桌难求”成了不少消费

者就餐的普遍感受。在广州市北京

路的“潮发”潮汕牛肉店“长龙”不断，

晚6点等位的就有几十桌，到周末这

家店日均取号更是近千桌。服务员

小跑上菜，直呼“最近客人好像接待

不完”。

客流恢复促进营业额增长。1~

2月，北京华天所属各品牌整体同比增

长约12%。其中，同和居食府、新川面

馆同比增长均超过20%。尤其是同和

居食府、二友居2月份销售额已超

2019年，恢复至正常水平。

为助力餐饮业复苏，1~2月，北

京、深圳、杭州多地发放餐饮专项消

费券，效果明显。美团数据显示，杭

州、宁波、绍兴、深圳、珠海、东莞等城

市发放消费券后，餐饮堂食消费同比

增速均达到了两位数。除了发放消

费券，多地政府还出台政策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包括支持外摆经营、推

出“餐饮贷”金融产品等。

餐饮之“小”折射发展之“大”。

中国烹饪协会分析，1~2月，全国餐

饮收入增速、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增速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

点、0.1个百分点。1~2月，全国餐饮

收入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0.9%，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

幅5.7个百分点。

中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

1~2月，在春节假期和助企政策带动

下，餐饮消费需求大幅释放，餐饮市

场回升明显，为全年发展开了个好

头，对于提振2023年消费信心起到

了“催化剂”的作用。

新动能“助燃”餐饮市场

盆菜、速冻菜……广州酒家加快

预制菜新品研发和产品升级，速冻食

品的营收一度是公司第二大收入来

源。《2022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

白皮书》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

市场规模达 4196 亿元，同比增长

21.3%，预计2026年市场规模将超

过万亿元。

广东省餐饮服务协会秘书长程

钢认为，受疫情影响，人们的消费行

为和习惯发生变化，不少餐饮主体

“危中寻机”。有的主动调整经营方

式，包括创新预制菜等餐饮产品、加

强产业跨界融合、叠加新兴消费元

素，扩展了商业空间，优化了品牌体

验和认知，最终增强消费信心激活市

场，以实现更平稳、可持续、良性循环

的发展。

包括直播、短视频，数字化渠道

和社交分享功能帮助刺激消费需求，

吸引更大客流，拉动餐饮消费。“我们

通过策划肥肥故事汇、美食推荐官探

店等视频，提升品牌热度。”肥肥虾庄

董事长柴标说，部分门店一天七八成

的客流来自网络平台引流。

更多老字号尝试跨界创新，吃喝

与游、演、娱、购等多业态结合，多样

新场景丰富消费体验。在陕西，集秦

腔演艺、老字号美食、国潮新零售为

一体，西安易俗社文化街区的游客越

来越多；西安饭庄总店通过陕菜文化

体验博物馆，让顾客沉浸式了解当地

饮食文化；老字号企业变身“便民社

区食堂”，开启社区连锁新模式。

西安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靳文平表示，老字号开启

多元化发展新篇章是餐饮行业以市

场为导向，以消费需求为突破口改革

探索的缩影，有助于推动行业发展，

提升品牌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新举措稳定行业信心

“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

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

件，创新消费场景”……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各地进一步明

确政策、稳定预期。

利企惠民政策持续加码，助推餐

饮消费升温。比如，北京举行多样餐

饮促消费活动；广州陆续出台餐饮扶

持政策，对转型升级餐饮企业最高奖

励100万元，对营业额增长企业最高

奖励200万元；温州围绕降低餐饮业

准入制度性成本等，出台提振餐饮业

发展信心十条举措。

餐饮业主体信心更足，投资布局

加速。不久前，中国（广州）餐饮产业

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合作交流展上，上

百家餐饮企业提出近千个品牌餐饮

投资项目意向，既有粤菜、湘菜、川

菜、鲁菜等国内主要菜系，又有日本

料理、东南亚菜、中亚菜等国际风味，

投资金额超过30亿元。

第三方研究机构艾媒咨询相关

负责人张毅说，餐饮行业扩张表明

信心逐步恢复，拓展多元并趋向中高

档项目。餐饮行业追求更高质量的

品牌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从宴会、聚餐、商务接待、预制

菜等各个方面都能看到餐饮业快速

恢复的信号。新模式、新渠道、新技

术不断涌现，推动餐饮业向多元业态

和品质化发展。”陕西省烹饪餐饮行

业协会副会长陈建奇说，也需要注意

到由于门槛低，行业竞争加剧，整体

利润率较低，原材料和服务成本日益

增加，因此要在专业化和产业化方面

进一步发力，提高竞争力。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加速餐饮业

全面稳步复苏，要持续完善政策支

持和引导，推出更符合企业需求和市

场预期的帮扶、促消费政策，引导培

育龙头企业和领军人才，合理布局

产业。

餐饮消费加速回暖 市场信心逐步恢复

春日里的咖啡小店春日里的咖啡小店：：暖意融融暖意融融，，信心满满信心满满
2022年9月，来自安徽省阜阳市的“90后”杨倩与朋友合伙，在合肥市庐阳区五河路边开了一家名叫“8分钟”的咖

啡店。“8分钟”咖啡店所在的五河路两侧共有约170家商户，目前已初步形成集美食餐饮、美容美发等多元业态于一体

的特色商圈。春日里，一家家小店迸发着生机，为老城区注入活力。图为杨倩（左）在咖啡店里与客人交流。

新华社记者 张 端 摄

□ 本报记者 缪晓琴

日前，2022年长三角及全国部

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颁奖

典礼在上海浦东群艺馆举行，揭晓

20个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奖。同时，

2023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

公共文化空间大赛也正式开启。

政府工作就是要贴近老百姓的

实际感受去谋划、推进，真正做到民

有所盼、政有所为。最美公共文化空

间大赛的诞生亦是如此。在文旅部、

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文旅局的

指导下，浦东新区作为主办方，以打

响空间大赛品牌为契机，不断健全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

惠民工程，为长三角及全国公共文化

空间创新升级再赋能。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黄玮表示，大赛项目既有高颜值时尚

网红地标，也有充满精致烟火气的时

髦小菜场等。通过举办公共文化空

间大赛，浦东增强了全社会参与打造

公共文化空间的信心，让群众更广泛

地接触参与公共文化。

5年来，大赛建立了超千个最美

空间的案例样本库，既有炙手可热的

网红打卡地，如浦东美术馆、全国海

拔最高的书店朵云书院上海中心店、

全国博物馆的典范杰作苏州博物馆；

也有让人心生向往的度假胜地“美丽

乡村”，如江苏计家墩、宿予民宿、四

川竹艺村；还有工业遗存改造后焕发

新生的跨界新型综合体，如船厂

1862时尚艺术中心、安徽合柴1972

文创园等。

5年来，大赛已从浦东、上海走

向全国实现跨越式发展。市民在浦

东群艺馆举行的空间大赛五周年特

展上，可从图文展板上看到一系列亮

眼的数据：2018年，仅有上海一地的

112个参赛空间；2022年，全国112

个城市推出了1605个参赛空间。大

赛累计覆盖参赛空间3526个，推出

获奖空间805个，线上线下参与人次

过亿。与第一届相比，大赛已实现

十、百、千、亿的量级提升。

5年来，连续举办的最美公共文

化空间大赛不仅是为了评空间而评，

不单是为了推设计师而设，不是只为

了找运营团队而办。只有坚持人民

至上，优质资源赋能基层、创新运营

模式惠及基层、提升内涵品质扮靓基

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代化

水平才会越来越高。

大赛也打造了集聚上百名专家、

设计师的专业人才资源库。一直以

来，大赛都将公共文化领域的专家和

专业设计师团队，作为打造高品质赛

事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有近20位专

家参加了本届大赛颁奖典礼。

据悉，浦东每年都会安排专项资

金，推出覆盖全区36个街镇的基层文

化空间设计补助项目，今年也将持续推

出一批“梦想改造家”式的新空间转化

成果。通过大赛，浦东将继续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不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创新优质运营服务工作机制，切

实增强全社会参与的信心，赋能长三

角及全国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升级。

□ 胡 钊

□ 本报记者 皮泽红

2023年，开局即展现出经济快

速复苏的良好态势。4月7~9日，将

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

第 35 届国际玩具及教育产品（深

圳）展览会、第14届国际童车及母

婴童用品（深圳）展览会和2023国

际授权及衍生品（深圳）展览会（以

下简称“深圳玩具展”）是国内的玩

具开年大展，亦承载着业界对市场

复苏的期盼，从目前广大参展商和

专业买家报名参展、参观的踊跃程

度看，势必会掀起今年儿童用品行

业的商贸高潮。

“大秀肌肉”
展商爆品一触即发

回望近3年，由于受疫情干扰，

玩具、童车、母婴等生产企业的产品

研发放缓，曾经火爆的新品预告流

出甚少。以积木品类为例，国产积

木百度贴吧每月固定的预告内容自

2022年6月开始大幅下降，之后大

半年新品预告寥寥无几。但是据深

圳玩具展主办方透露，春节假期后各

大生产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加快新品

研发进度。即将亮相的1400多家展

商悉数带上自家的“拳头”产品，做好

了在展会上“大秀肌肉”的准备，爆品

一触即发。如杰森动漫与火爆全球

的动漫《鬼灭之刃》合作的正版授权

收藏卡，双鹰玩具的沃尔沃正版授

权遥控合金挖掘机，游卡文化的三

国杀E系列—国战十年经典，实丰

文化的智能玩具“飞飞兔”以及星辉

互动娱乐的奥迪R8积木车等。

随着国内外商贸活动逐渐恢

复，人员流动频繁，本届展会的展商

来自世界各地，极大丰富了参展品

牌、种类和数量。包括木制纸板、毛

绒、塑料、电子电动、智能数码、教育

产品、童车、婴童用品、授权及衍生

品等，应有尽有。

“引流利器”
玩具渗透新零售场景

过去玩具销售集中在批发市

场、商超百货、传统电商等传统渠

道，但随着内销市场的发展，新零售

渠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能够激发

消费者兴趣并进店、增加客单价的

玩具，成为各种新零售场景的“引流

利器”。从文具店、书店到精品店、

便利店、品牌餐饮店，以及如今最火

的零食连锁店，都能看到各种玩具

的身影。鉴于此，深圳玩具展主办

方也继续挖掘其他跨界及新领域买

家到会参观采购，进一步拓宽丰富

玩具销售场景，为产业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

据主办方介绍，已报名参观采

购的大渠道商和跨界买家包括：天

猫、京东、盒马中国、唯品会、拼多

多、沃尔玛、芒果TV、腾讯游戏、孩

子王、好未来集团、新华书店等。如

今遍地开花的连锁特卖、连锁零食

店等成为线下消费新热区，以好特

卖、零食有鸣等为代表的新兴渠道

买家也都受邀到会采购。

展会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玩

转联名、定制、授权、快闪——2023

连锁品牌新零售研讨会”等相关同期

活动，进一步促进商贸交流。

“国潮风尚”
自主品牌出口迎新机

近期国外知名玩具品牌纷纷宣

布裁员，引发了业界关于“外需减

弱”的关注和讨论。国外市场因为

经济不景气，确实存在消费力下降

的情况，但是对于我国自主品牌玩

具而言，这或许是逆势成长的一次

重大机遇。

国产积木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品类。过往与国际品牌竞争，自主

品牌手里只有“价格便宜”这张牌。

但近5年抓住市场对积木类产品需

求大、热度不降的机遇，国产积木品

牌实干快上，不断夯实产业链和供

应链。如今国产积木不仅产品质量

大幅提高，而且凭借“国潮风尚”“模

块化设计”“大胆买授权”等，大步流

星实现跨越发展。主流跨境电商平

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国产积木品牌

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和占比均逐步

上升。

为了帮助企业“抓订单、稳外

贸”，深圳玩具展主办方借着国内外

商贸交流活动重启之机，广邀海外

买家重返产区开展采购之旅。同

时，展会主办方将继续提供线上商

务配对服务，为中国玩具出海创造

更多机会。据悉，春节后已有2000

多名海外专业买家向主办方咨询

签证问题，为即将前往深圳玩具展

参观采购做准备。主办方相信，在

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儿童产业商贸

高潮必将快速掀起，惠及海内外消

费者。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
从上海浦东走向全国

一线报道

深圳玩具展“点燃”市场 行业商贸高潮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