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行动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费”，作出“加力
扩围实施‘两新’政策”的战略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
次聚焦“提振消费”，并在介绍今年工作的十大任务时，将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放
在第一位。

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之于经济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全国消费“万亿之城”第二
名的重庆，消费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城
市活力的重要注脚。经调查发现，重庆
在激发消费活力潜力方面“出牌”精准，
有不少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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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妙招1
空间重构
从“地理褶皱”到“消费富矿”

伴着春日阳光回归，在渝中区嘉滨
路，戴家巷老街区正上演着时空折叠的

“戏剧”。
曾布满吊脚楼和仓储码头的崖壁地

带，如今化身“崖边盒子”商业综合体：临
江咖啡馆的落地窗将江景切割成流动画
卷，防空洞改造的复古酒吧传来爵士乐
声，垂直落差30米的步道串联起艺术装
置与文创市集。这种“山、水、城”共生的
消费场景，正是重庆破解消费空间制约的
妙招。

“我们不是在平地建商场，而是在立
体城市肌理中‘雕刻’消费场域。”渝中区
商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渝中区通过“微
更新、渐进式”改造，将26处防空洞、7座
老建筑转化为特色消费载体。

很少有城市能够像重庆这样可以利
用地形做文章，“江崖街洞天”（江岸、步
道、后街、洞穴、天台）这类创新消费场景，
让消费业态焕新升级、体验加速迭代、玩
法日趋多样。

来自市商务委的数据：全市已打造
“山城步道+特色街区+滨江经济带”消费
场景 286 处，带动沿线商铺租金增长
15%~20%。其中，长嘉汇购物公园通过
江岸景观改造，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山
城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后，每平方米商业
空间产值达1.2万元，较改造前提升6倍。
这种“向天空要空间、向江岸要价值”的消
费突围，正在重塑这座城市的商业地理。

妙招2
政策杠杆
以旧换新撬动万亿市场

从家电到汽车，从城区到县域，以旧
换新正重塑重庆消费版图。

“家里的旧空调用了10年，制冷效果
差还耗电。听说政府有以旧换新补贴，我
立马换了台节能新机，不仅省了800元，
还能参与抽奖！”3月16日，渝中区苏宁易
购门店，市民张女士指着刚购买的一级能
效空调，对以旧换新政策竖起大拇指。她
的获得感，正是重庆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的生动注脚。

今年初，我市加力扩围实施家电以旧
换新政策，对冰箱、洗衣机、饮水机等18
大类家电给予最高2000元/台的换新补
贴，叠加企业让利后，消费者实际支付价
格普遍降低20%~30%。九龙坡区京东
电器超级体验店店长李涛介绍：“政策实
施后，门店日均客流量增长45%，节能产
品销售额占比从60%提升至82%。”

政策效应正从个案扩散至全域。市

商务委数据
显 示 ：2024
年，全市汽车报
废更新、置换更
新分别直接拉动销
售 65.23 亿 元 、
171.01 亿元，家电以
旧换新直接拉动销售
60.01亿元。相关政策推
动去年全市限额以上单位
新能源汽车、家电零售额分
别增长24.9%、8.8%，拉动全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增 长
3.6%，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

“以旧换新不仅降低消费门槛，更推
动产业绿色转型。”市商务委消费促进处
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通过建立“回收—
处理—再利用”闭环体系，已规范拆解废
旧家电2.3万台，塑料、铜铁等再生资源回
收率达95%。重庆市中天电子废弃物处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兵算了一笔账：“每
台旧空调可拆解出15公斤铜、20公斤铁，
资源循环价值超过400元。”

目前，我市已建立200余个规范二手
市场，培育5家循环经济龙头企业，建立
规范二手市场200余个，预计今年将带动
相关消费增长15%以上。

妙招3
县域突围
下沉市场激活消费“毛细血管”

在距重庆中心城区120公里的铜梁
区，龙城天街商圈的夜间经济别具特色：
非遗扎染工坊前游客驻足体验，露天影院
播放着本土方言剧，夜市摊主用直播设备
推介蒲吕豆腐干……这个曾经的城郊接
合部，通过“特色市集+文化IP”的改造，
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带动周边3个乡
镇消费增长。

消费下沉县域，是拉动经济恢复性增
长的重要手段。县域，处在超大或特大城
市与农村市场的“交会处”，蕴藏着巨大的
消费潜力。近年来，重庆以“县域商业体
系建设”为抓手，推动工业品下乡与农产
品进城双向畅通，激活农村消费“蓄水池”。

在奉节县，脐橙产业正与电商深
度碰撞。安坪镇村民王大爷的果园
里，自动化分拣线正在运转。“以前靠
肩挑背扛，现在通过产地仓直接发往
全国，还比批发商的价格高两成。”王
大爷指着田间的气象监测站和溯源摄
像头，这些数字农业设施使奉节脐橙
溢价能力提升30%，带动全县农产品
上行规模突破15亿元。

开州区“帅乡集市”则探索出县域
商业新范式。这个占地2.3万平方米
的商贸体，整合了物流仓储、金融服
务、电商直播等功能。返乡青年张明

在这里开设乡村振兴超市，既销售本地土
鸡蛋、阴米等特产，又帮村民代购家电。

“上个月帮赵家街道的李大娘卖了300斤
红薯粉，自己赚了差价，还得了物流补
贴。”他展示着手机上的订单记录，这种

“双向流通”模式使“帅乡集市”年交易额
突破8亿元。

县域商业的觉醒，得益于重庆实施的
“县域商业建设行动”。自2022年大力开
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以来，全市已建成县
域商业综合体83个，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200 余个，县域社零总额占比提升至
42%。这些扎根乡土的消费载体，正编织
起覆盖城乡的消费网络。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如何提振消费？
这份方案划出重点

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
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16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部
署了8方面30项重点任务，包括城
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消费能力保
障支持行动、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
动、限制措施清理优化行动等。

聚焦消费能力提升，协同
推进增收、减负和保障

行动方案将“城乡居民增收促
进行动”放在首位，部署促进工资性
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
道、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解
决拖欠账款问题等多项工作。

其中，聚焦促进工资性收入合
理增长和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行
动方案明确，实施重点领域、重点行
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就业支
持计划；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
制，科学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
快打通商业保险资金、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职）
业年金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堵
点；进一步丰富适合个人投资者
投资的债券相关产品品种。

研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提高部分学生资助补助标
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

聚焦优质供给
扩容，统筹推动放

宽准入、扩大开放和
减少限制

行动方案明确，扩大电
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

及时清理对消费的不合理限制，
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充分体现出鼓励供给创新、推动供
给与消费有效匹配的政策思路。

积极发展抗衰老、银发旅游等产
业，鼓励发展社区嵌入式托育、用人
单位办托和托幼一体服务；推广购物
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

支持开发原创知识产权（IP）品
牌，促进动漫、游戏、电竞及其周边衍
生品等消费；组织开展“购在中国”系
列活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促进

“人工智能+消费”……行动方案在
强化消费品牌引领和支持新型消费
加快发展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聚焦消费环境优化，有效
促进场景创新、权益保障和设
施完善

针对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发展
中存在的痛点、堵点，行动方案从保
障休息休假权益、鼓励创新和丰富
消费场景，加强消费维权和消费领
域信用体系建设，以及完善城乡消
费基础设施等方面，推动相关政策
形成合力，着力打造“有时间、有场
景、有保障、有设施”的立体式消费
环境，有助于促进消费可持续增长。

比如，在保障休息休假权益方
面，行动方案明确，严格落实带薪年休
假制度。鼓励带薪年休假与小长假连
休，实现弹性错峰休假。依法保障劳
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
动者工作时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
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秋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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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消费提振消费 重庆有重庆有““妙招妙招””

市民在解放碑步
行街逛街购物

游 客 在
垫江东印山
闲云茗居房
车露营基地
玩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