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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营

炎炎夏日，冰柜前，那位曾扬言要做

“中国雪糕爱马仕”的钟薛高创始人，如今

在直播间里卖力吆喝着红薯：“雪糕不够，

红薯来凑！只为还债！”

北京今夏气温屡上36℃，雪糕行情却

遭遇“寒流”。走进便利店，曾经霸占冰柜

C位的钟薛高不见踪影，茅台冰淇淋从66

元高价跌到10元甩卖，曾经动辄二三十元

的梦龙也挂上了“第二件1元”的促销牌。

冰柜里“重出江湖”的是1元的老冰

棍、2元的绿色心情、3元的小布丁。一位

雪糕批发店老板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今

年卖得最好的是打完折9毛钱一根的老冰

棍，一天能卖百八十支，得提前补货怕断

供。那些贵的？进价高卖不动，都成烫手

山芋啦！”

“网红雪糕”的魔幻发家
史：从66元天价到2.5元清仓

时间倒回至2018年，钟薛高横空出

世。这个用三个姓氏拼凑的品牌，一出生

就带着“中国雪糕”的野心，定价直奔

13~18元区间。

仅仅3年时间，钟薛高创造了冰品界

神话。2018年“双十一”，66元一支的“厄

瓜多尔粉钻”雪糕15小时售罄 2万支；

2019年全渠道销售额破亿；2021年营收

更是冲上10亿元高峰。

“钟薛高效应”引发了一场雪糕“造

神”运动。茅台跨界推出66元一杯的冰

淇淋，首日销售额突破250万元；德芙、五

菱宏光等八竿子打不着的品牌也纷纷入

局；东北大板联名款站上20元档位，连老

牌巨头伊利都推出18元一支的“须尽欢”。

冰柜成了暗藏杀机的战场。2022年

市场调查显示，3元以下雪糕仅占7%，超

过20%的产品挤在15元以上价位。消费

者稍不留神，就会遭遇“钱包刺客”——那

些外表平平无奇，结账时却能给你心脏一

刺的天价雪糕。

崩塌进行时：从神坛跌落
到红薯摊

转折点在 2022 年夏天降临。一段

“钟薛高火烧不化”的视频引爆全网，引发

配料合规性质疑。随后“雪糕刺客”的标

签牢牢贴在钟薛高身上，成为压垮骆驼的

第一根稻草。

崩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创始人林盛

被列入失信名单，出行只能坐绿皮火车，

今年5月开启直播卖红薯还债，喊着“资金

链紧张、直播自救”。

巅峰时期近2000人的公司，如今仅剩

不足100人；官方微博停更，社交账号下满

是“还钱”的讨债留言，供应商追款、员工讨

薪；线上旗舰店形同虚设，临期产品甩卖至

2.5元一支，66元雪糕身价暴跌97%。

茅台冰淇淋同样遭遇滑铁卢。原本

需要排队抢购的“奢侈品”，如今在社区团

购群里10元抛售；官方小程序显示，北

京、广州、深圳等七家旗舰店已暂停营业，

成都店则挂着“搬迁中”的告示。

曾经的高端玩家纷纷低头。伊利“须

尽欢”从18元降到10元，梦龙从15元降

至8元，哈根达斯变相六八折促销。一位

经销商苦笑：“买一送一都刺激不了消费，

年轻人的钱包觉醒啦！”

平价雪糕的“反击战”：老
冰棍的逆袭与消费理性回归

今夏的冰柜正在上演“改朝换代”。

在北京农光里市场，10组冰柜的C位让给

了3~5元的平价军团，8元的梦龙竟成了

“高价位代表”。批发商透露，70%的销量

来自5元以下产品，300多个品种中高价

货难觅踪影。

“以前随手拿几支，现在超过5块钱

的，除非孩子点名要，否则直接放回去。”

正在选购的王女士道出消费者心声。她

抱着10支雪糕结账，总价不到35元——

这在钟薛高时代只够买两支。

艾媒咨询的调查数据揭示了这场变

革的底层逻辑：71%的消费者认为高价雪

糕纯属营销溢价，仅18%认可其物料价

值。在价格接受度上，35.4%的人选择5~10

元，28.55%接受10~15元，20元以上接受

者仅占1.8%。

“新鲜劲过了就不‘火’了。”一位批发

商小杨“点破天机”。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

朱丹蓬分析更深层：“后疫情时代消费者回

归理性，雪糕本质是消暑品，不是奢侈品。”

看似热闹的雪糕江湖，实则暗流汹

涌。2023年联合利华冰淇淋业务出现诡

异数据：价格上涨8.8%，销量却暴跌6%。

今年3月，这家全球冰品巨头直接宣布剥

离冰淇淋业务，被业界视为“甩包袱”。

高价雪糕的败退背后是三重暴击：健

康焦虑，配料表成为新战场，消费者紧盯

含奶量、果汁含量，“不甜”成为社交媒体

的高频好评词；茶饮狙击，喜茶、奈雪们提

供着更具社交属性的降温选择，“喝杯多

肉葡萄不比吃雪糕舒服？”；物流反噬，冷

链成本占冷饮产品总成本9.16%，是普通

奶制品两倍，高价策略难以为继。

不过，1600亿元的中国冰淇淋市场仍

在膨胀。今年青岛即墨的零售商发现，虽然

雪糕整体涨价5%~10%，销量却与去年持

平甚至略增。奥秘在于消费结构转变——

家庭整盒装、分享装因性价比走俏，3~5元

产品成为周转最快的“现金流之王”。

“掐头去尾，向中端靠拢”——朱丹蓬

如此预测未来市场。超高端基本退场，12元

左右成为新锚点，但质价比成为生死线。

创新以更亲民的姿态涌现：光明推出

30克迷你冰砖，梦龙上线40克迷你款，解馋

无负担；伊利“发财砖”、德氏“有好柿”玩起

国风梗，10元内搞定美好寓意；即墨古城文

创雪糕证明，接地气的创新才有生命力。

景区文创雪糕意外成为最后的高价

堡垒。当消费者举着与景点造型神似的

雪糕打卡拍照时，25元的价格似乎也变得

合理——毕竟它为社交体验买了单。

“刺客跌倒，平价吃饱”的剧本里藏着

深刻启示：当钟薛高们把日本柚子、比利

时巧克力当溢价筹码时，却忘了老冰棍畅

销30年的秘诀——简单纯粹的满足感，

从来不需要进口光环加持。

□ 沈艳茹

□ 本报记者 袁小峰

提升医疗服务能级、推动医疗资源下

沉、打出便民“组合拳”……“十四五”以

来，黑龙江省大庆市卫健委迎难而上、改

革创新，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持续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不断筑牢健康根基，加速

织就覆盖全域、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大

健康”防护网，守护着市民的幸福安康。

“以前做个检查得跑上跑下，现在出

了诊室就能做，省时省力。”近日，记者在

大庆油田总医院门诊医技楼内，见到了患

者李女士。刚刚完成乳腺钼靶检查的她，

对就医流程的优化赞不绝口。这座拔地

而起的5.4万平方米大楼，作为黑龙江省

“百大项目”，正用智能导诊屏、集中式诊

疗区，让每一位患者感受“家门口省级医

疗中心”的“温度”。

自2024年8月投用以来，大庆油田总

医院门诊医技楼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健

康引擎”：220个门诊诊室一字排开，27个

诊疗区功能集中。“高峰时段我们200名

医生同时坐诊，接诊能力大幅跃升。”大庆

油田总医院门诊部主任邵亚军介绍，门诊

医技楼运行至今，接诊患者数已近200万

人次，辐射大庆市乃至周边患者。更暖心

的是，身披红马甲的志愿者们穿梭在人群

中，搀扶着无陪护的高龄老人，从挂号到

取药全程陪同，将人文关怀融入每一个就

医环节。

大庆油田总医院的蝶变，只是大庆市

“十四五”医疗升级版图的一角。该市中

医医院特色重点医院如期启用，第三医院

在全省精神专科医院绩效考核中拔得头

筹，启动第五医院职业病防治院建设……

在“十四五”医疗机构升级进程中，大庆市

卫健委聚焦重点专科建设，引导资源合理

配置；实施“一院一策”精准发展战略，量

身定制各医疗机构发展路径；建立健全医

疗质量控制体系，加强对医疗服务全流程

的监管与评估；推动医疗创新与人才培

养，吸引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医学人才，多

措并举推动全市医疗服务水平提升。

如今，大庆市创建了8个国家级重点

专科，34个省级重点专科、90个市级临床

重点专科，总量跃居全省第二位。新成立

19个市级医疗质控中心，人民医院获评国

家高级卒中中心，龙南医院生殖辅助中心

建成运营。这些成效的取得，筑牢了该市

区域医疗高地，提升了医疗服务能级。

据了解，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沉下

去”，是大庆市“十四五”时期健康布局的

关键一环。为此，大庆市卫健委不断推进

三甲医院“包县”帮扶、医联体、医共体建

设工作，实现了全市公立基层医疗机构全

覆盖。10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355家所辖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

均开展了静脉注射服务，打通了患者看病

就医的难点、堵点。建成13个三甲医院

“基层名医工作室”，医共体建设多项指标

全省领先，中医馆实现全覆盖。四县均实

现100个病种诊疗目标，3所乡镇卫生院

达到二级医院服务能力，占比全省最高。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聚焦百姓就

医“急难愁盼”，大庆市卫健委还打出了一

套“便民组合拳”：36家医疗机构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让患者告别重复检查；17家助

产机构实现“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线上通

办，新手爸妈办手续不用东奔西跑；59个

便民门诊、延时门诊，为上班族和慢病患

者提供更便捷的诊疗服务。这些改变，让

二级以上医院门诊及住院费用下降，患者

平均等候时间缩短，实实在在提升了就医

幸福感。

在公共卫生领域，大庆市同样走在前

列。疾控体系改革经验在黑龙江省推广，

46所二级以上医院成立公共卫生管理委

员会，传染病智能监测与应急指挥平台24

小时守护城市健康。免疫接种网上预约

开放43万个号源，新发现丙肝治疗比例

位居全省第一，市级托育服务中心即将落

成，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妇幼中心成为

全国婚前保健特色专科等等。

□ 本报记者 郭建军

数字财政建设是适应数

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的必然

选择，也是实现财政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路径。近年来，山西

省阳泉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中

国建设的战略部署，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的决策，以数据

为生产要素、以技术为驱动引

擎、以制度为保障基础，逐步

构建起覆盖财政管理全链条

的智慧化解决方案，助力财政

管理从“经验决策”向“数据决

策”深度转型。

以“数”筑基，构建
财政数字化转型平台

阳泉市财政局积极参与

智慧城市建设、政务服务平台

优化等数字政府建设项目，推

动数据共享，为财政数据的广

泛应用和价值挖掘创造良好

条件。通过将财政业务纳入

统一平台，确保数据可追溯，

为精准科学编制预算提供数

据支撑；通过将部门所有收入

纳入预算管理，全面提升财政

统筹能力；通过强化部门决算

等各类平台数据与绩效管理

数据共享、结果共用，实现绩

效评价全流程覆盖，提升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以内生数据

治理与外部数据赋能为核心，

构建“数字大脑+数字引擎”

协同运作体系。充分运用先

进信息技术手段，自上而下对

财政业务流程进行梳理融合

与重塑再造，完成财政信息化

建设的高维提升，实现对财政

资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资

金运行风险预警分析。

同时，通过精心构建内外

部数据融合池，实施专业化筛

选和标准化处理，将数字化管

理要求融入具体财政业务、数

据安全管理等领域。依靠激

活运营财政大数据的衍生价

值，促进大数据与财政业务深

度融合，构建以大数据为驱动

的财政治理新机制，重塑财政

管理体系。

以“数”促收，强化
财政数据化收入征管

创新建设财政大数据分

析系统，运用大数据分析手

段深度挖掘收入增长潜力。

统筹财政、税务、能源、规自

等 19个部门纳入专班化管

理，构建“跨部门协同、全链

条联动”的治税新格局；牵头

制定“涉税涉费数据共享清

单”，建立动态信息台账，以

财政为数据交换枢纽，定期

共享数据信息。

运用多源大数据比对分

析手段，深入挖掘收入征缴

疑点线索。在人防异地建设

费批缴情况专项分析中，深

度融合行政审批局人防工程

审批及费用批缴数据、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数据、住建局建筑竣工

验收台账、税务局收入缴库

数据，通过10个视角交叉比

对，筛查出多条疑点问题，为

堵塞收入征管漏洞提供关键

数据支撑，确保财政收入“颗

粒归仓”。

以“数”节支，严格
财政数据化支出管理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为主体，从

预算编制入手，探索运用“零

基预算”理念，强化财政、编

制、组织、人社等多部门协作，

依托系统自动取数测算，实现

人员支出预算全零基编制。

聚焦办公费、差旅费等一般性

支出，强化“三公”经费动态监

控，把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

作为预算管理的基本方针，压

紧压实公用经费。依托财政

内部数据“摸清家底”，重点强

化数据分析和问题发现能力，

清理规范职能项目，精简整合

专项资金，全面提升财政运行

效率和管理精度。依托财政

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对预算

项目、资金流向、支付摘要等

关键要素进行智能分析和关

联比对。系统实时扫描资金

运行轨迹，实现财政资金全流

程、全链条、全景式动态监管，

有效提升监督的及时性和精

准度。

以“数”驱动，完善
财政数据化风险控制

阳泉市财政局创新构建

“财政支付数据+外部数据”

双向穿透比对机制，对预算单

位资金支付实施全流程回溯

核查。将财政供养人员数据

与企业注册、低保补贴、个税

申报等多源外部数据进行比

对，发现公职人员违规开办企

业疑点、违规领取特保特困补

贴疑点及外部企业兼职取酬

疑点。通过“数据筛查—疑点

核实—整改闭环”全链条监

管，实现财政资金违规使用行

为的动态识别、精准溯源、闭

环管控，为财政资金安全运行

筑牢“数字防火墙”。

依托关键词匹配、逻辑

校验、阈值预警等技术手段，

构建资金支付全要素风险扫

描体系，推动监管模式从“人

工抽查”向“系统智审”迭代

升级。聚焦会议费、培训费

等重点科目，精准抓取支付

中敏感词；紧盯差旅、接待等

关键词，核查是否规范使用

对应会计科目；严管大额提

现支付监考费、差旅费等异

常操作。通过支付数据智能

监测，发现资金拨付潜在风

险，为财政资金安全构建“数

字护城河”。

以“数”赋能，助力
科学决策机制运行

搭建可视化、可拓展的智

能分析场景，将财政经济指标

数据转化为动态图表、趋势曲

线等可视化元素，打造“一屏

统览全局”的沉浸式决策界

面。运用可穿透、可追溯的数

字分析工具，支持对数据信息

从规模到结构、再到要素的三

级穿透查询。配套“即席分析

工作台”，通过简单拖拽指标

实现数据比对处理，降低技术

操作门槛，构建直观、精准、高

效的“数字导航系统”，为科学

决策提供智能辅助。

创新研发“智能表格处

理AI模型”，聚焦财政业务

高频电子表格场景，构建“数

据采集—清洗—汇总”全流

程自动化链条，有效破解人

工处理耗时长、易出错的痛

点。在“公务员工资津贴补

贴”智能化处理中，通过批量

数据读取与智能汇总技术，

实现工资津补贴政策效应分

析、财政负担人员成本测算

等功能，推动财政工作从“事

务执行”向“决策赋能”跃迁，

持续提升财政管理智能化、

精细化水平。

下一步，阳泉市财政局将

持续拓展数据融合维度，深化

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应用，着

力构建起“增收有支撑、节支

有手段、决策有依据”的数据

应用体系，推动财政管理实现

“精准画像”与“智慧决策”，全

力打造财政大数据分析应用

的“阳泉样本”。

“雪糕刺客”消亡史：一场始于甜蜜终于现实的泡沫剧

□ 张守营

便利店冰柜的雾气依然弥漫，但那些

曾如利刃般刺痛消费者的“雪糕刺客”已

悄然退场。“钟薛高们”轰然倒塌的冰雕，

折射的不只是消费理性的觉醒，更在市场

的冰面上刻下了一道监管考题。

曾几何时，便利店的冰柜成了价格迷

局的重灾区。一支雪糕的价格标签如同隐

形的刀刃，在扫码结账的瞬间刺痛消费者

的心。如今，多地监管部门将“明码标价”

作为整治核心，要求标签如利剑出鞘般醒

目清晰——这不仅是规则的回归，更是对

消费者知情权最基础的守护。当冰柜里的

混放乱象被价格分区与独立专柜取代，市

场的秩序才真正开始凝结成型。

当钟薛高“特级红提”的谎言被戳穿，

“不加一滴水”的泡沫破灭，虚假营销堆砌

的“伪高端”城堡在阳光下轰然崩塌。监

管的利剑不仅要斩断价格欺诈的链条，更

需刺穿那些精心编织的话术泡沫。当小

红书上的配料表对比成为消费者的“照妖

镜”，当行业协会开始为“质价比”制定标

尺，市场的真相才得以在冰面上映照。

从重庆24小时响应的“雪糕专线”，到

扫码可查的电子监管小程序，维权的通道

正在拓宽。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价格承

受者，而是手握知情权的监督者——学会

辨认生产日期、质疑配料成本，这些微小却

关键的转变，正在重塑市场的力量天平。

“雪糕刺客”的融化，并非市场的“寒

冬”，而是虚假繁荣的冰雪消融。当蜜雪

冰城2元甜筒年销10亿支的透明模式被

冠以“雪糕护卫”之名，我们终于看清：真

正的市场生命力永远扎根于真实的价值

土壤。监管者需要做的，不仅是修筑防御

工事，更是培育这片土壤——让每一支雪

糕的价格都如冰块般透明，让每一口清凉

都经得起良知的检验。

冰柜里的温度计仍在静静工作，而市

场的“温度”，终将由诚信与透明来恒久

守护。

记者手记

当“雪糕刺客”融化之后

大庆：加速织就“大健康”防护网

阳泉：数据驱动促改革
数智赋能提效能

近年来，随着“文博热”持续升温，来博物馆看展览、看文物、感受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青睐。

图为国博凤冠文创雪糕。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