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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近年来，众多餐饮企业尝试“线上+线下”“吃喝+玩乐”等多元业态“混搭”，在为消费者

勾勒出多元化消费体验图景的同时，也激发了消费新动能，引领餐饮行业探索并开拓出全

新的经营增长路径。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记者从自然资源部 1 月 14 日举行

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重要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一

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一系列重大找矿成果，一大批共伴

生、低品位资源转化为可利用资源，大宗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

矿产国内保障程度大幅提升，优势资源掌控能力进一步增强，

重要矿产自给能力大幅提升，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基础持续巩

固，应对能源资源领域风险和挑战的能力显著增强。

通过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我国能源资源保障

能力持续提升。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进入快车道，探明地质

储量突破 5000 亿立方米。发现全球首个超深水超浅层大型

气田，新增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 1000亿立方米。新发现 10
个亿吨级油田，19个千亿方级气田。三门峡盆地实现油气调

查新突破，对全国中小盆地油气勘查具有引领示范作用。铀

矿资源量大幅增加，探获 10 个大型以上铀矿床，在甘肃泾川

发现特大型铀矿。

此外，铜、铝、铁等大宗矿产找矿取得重大突破，为制造强

国奠定资源基础。锂、锆铪、氦气、稀土等战略新兴产业相关

矿产取得重大突破，为我国战略新兴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提供了有力资源保障。钨、钼、锑、萤石、石墨等我国优势矿种

资源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资源优势进一步巩固。

新发现 10个亿吨级油田、19个千亿方级气田

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重大成果
数据解读G

本报记者 李国

在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的工业园区

内，一家名为“在森咖啡屋”的花园咖啡馆“跨

界”而生，并迅速成为该区域的新晋地标。

2024 年 12 月，该咖啡屋因具有鲜明的跨界融

合与技术创新特点，入选渝北区十大消费新

场景榜单。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主任、咖啡屋运营负责人张黎告诉记者，该

咖啡屋是作为公司科技产品展厅、客户接待

场所而设立的，没想到最近却意外成了热门

打卡地。“咖啡屋意外走红不仅给我们带来

了惊喜，还激发了大家探索未来跨界融合的

热情。”

超市内嵌食堂、KTV 里吃火锅、机器人

炒菜……近年来，餐饮业开始尝试跨行业、

跨品类及跨场景的“混搭”经营，在提升消费

体验的同时，也激发了消费新动能。

科技重塑“舌尖上的体验”

1 月 10 日，记者走进“在森咖啡屋”，映入

眼帘的便是巨型玻璃鱼缸，几个年轻女孩正

在这里拍照。从下沉式楼梯走下来，便可以

看到依次设有 50 余个座位的咖啡厅、商业洽

谈室、用餐区……每一个空间都有不同的光

影与氛围。

“你们发现没有，进入咖啡厅前，飞机的

轰鸣声特别大，但是一进门，几乎就听不见什

么声音了。”前来“打卡”的重庆市民周倜轻声

对同伴说道。就在周倜还在惊叹咖啡屋静谧

性的同时，她的几名同伴却被正在冲泡咖啡

的智能机器人“大白”所吸引。

咖啡屋的工作人员介绍，“大白”可设置

水温、磨豆量、冲泡动作等，一天能做出 300杯

手冲咖啡。店内所采用的装修材料，全部来

自再升科技的自主研发成果，包括隔音隔热

材料以及无尘空调系统。咖啡屋可以很好地

展示这些科技产品的性能。

“在森咖啡屋”的意外“出圈”，是科技深

度介入并重塑餐饮消费体验的有力佐证。近

年来，餐饮行业为丰富餐饮消费的场景与体

验，纷纷踏上探索科技、数智化融合之路。中

国饭店协会发布的《2024 中国餐饮业年度报

告》显示，65.7%的被调研企业将数字化纳入

发展规划，AI 在餐饮业中的应用场景正在不

断丰富。

在重庆软件园·重庆数字文创产业园，

新上线的“智慧食堂”，因其无需排队、无感

支付等便捷性、智能化特点，深受企业员工

青睐。

业态“混搭”激发消费活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展开跨界探

索，餐饮行业刮起了业态“混搭风”。这种趋

势不仅打破了传统餐饮商家“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的单向服务模式，还为消费者带来更丰

富的就餐体验，极大地激发了消费新动能。

“看完‘轻轨穿楼’后，步行百余米，穿过

马路就可以品尝非遗美食‘李子坝梁山鸡’，

若要排队等待就可以到旁边的‘小黄楼’点

一杯咖啡，或买一点文创产品……”这是重

庆当地居民给外地游客介绍的一条经典游

玩路线。

“李子坝梁山鸡的发展历程可以用‘从

一家店到一条街’来形容。”重庆莱格宝餐饮

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艾祥介绍，自从“轻

轨穿楼”火了之后，李子坝附近聚集了大量

“人气”，但没有转化成“财气”。2018 年，公

司与重庆康翔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携手，将历

史 悠 久 的“ 觉 庐 ”打 造 成 如 今 的“ 小 黄

楼”——一个集餐饮、娱乐、休闲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文旅综合体。

莱格宝公司副总经理李春燕说，公司通

过“联营”的运营模式，引入了插画文化艺术

店、咖啡店、泰餐等多种业态。“这些业态与公

司主营的李子坝梁山鸡店互为补充，不仅提

升了公司的品牌影响力，更为渝中区把文旅

‘流量’变为经济‘增量’注入了新活力。”

渝中区大坪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晓表示，

近年来，该街道依托山城文化、市井文化、牌

坊文化等文化底蕴，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并引进多家知名餐饮企业，“点亮”背街小巷，

激活“后街经济”，为企业跨界引流创造了良

好条件。

重庆多家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越来越

多的餐饮企业通过布局直播、外卖、团购等，

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超市+生鲜餐饮”、

KTV里吃火锅、包房表演川剧变脸等业态“混

搭”风，不仅是经营模式的更新，也是实体行

业在电商冲击及成本压力之下，根据多元消

费需求进行的融合创新。这种跨界融合的发

展态势，为餐饮业注入了新活力。

“跨界”要选对“姿势”

“在森咖啡屋的走红虽看似‘无心插柳柳

成荫’，但深思其背后，实则是一场科技与餐

饮完美融合的‘多赢’盛宴。”张黎说，融合让

企业的展示窗口人气爆棚，咖啡屋也因科技

的加持，提升了服务品质与消费体验，开辟了

新型消费场景。

“简单的排列组合并不是跨界，餐饮业与

其他业态‘混搭’关键要选对‘姿势’。”在李春

燕看来，真正的跨界，都依托企业自身的特色

与底蕴。当堂食、外卖这两条增长曲线到达

一定高度后，公司“顺势而为”，开发零售新产

品等，着力寻找第三增长曲线。

张黎也认为，餐饮行业跨界“混搭”要有

自己的方法论，即要深入挖掘自身品牌的文

化内涵与特色，把握好消费群体对体验感、互

动性的实际需求与偏好，并选择与之相契合

的业态进行融合。

消费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重庆

工商大学研究员莫远明认为，近年来，餐饮

业跨界之风盛行，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以

科技创新提振消费的种种尝试，促进了消费

升级，培育了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激发

了消费新活力。通过跨界，业态“混搭”，知

名品牌之间相互联名，相互加持，也能增强

品牌效应。

“餐饮企业在跨界融合过程中，应找准定

位和立足长远规划，避免为短期流量，制造噱

头而盲目混搭。”莫远明说，与此同时，还应在

政策层面，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完善相关制

度、改善消费环境，更好地促进餐饮业高质量

发展。

KTV里吃火锅、超市内嵌食堂……餐饮业尝试跨行业、跨品类及跨场景经营

“混搭风”如何激发餐饮消费新活力？

本报记者 时斓娜

2024 年全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104.5
万件，同比增长 13.5%；注册商标 478.1 万件，

同比增长 9.1%；认定地理标志产品 36个，核准

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经营主体 8680家……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知

识产权局副局长胡文辉表示，2024年，全国知

识产权系统顺利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知

识产权强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创新活力迸发，成果不断涌现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国内发

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75.6万件，成为世界上首

个突破 400万件的国家。

“数据反映出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持

续迸发。”胡文辉介绍，截至 2024 年底，我国

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有效商标注册量同

比分别增长 16.3%和 8.1%。其中国内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97.8 万件，同比增

长 18.8%。

与此同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

强。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国内拥有有效发明

专利的企业达到 49.7 万家，较上年同期增加

6.9 万家；拥有有效发明专利 350.6 万件，占国

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的 73.7%。

胡文辉表示，“十四五”以来知识产权

事业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丰硕成

果。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设置的 8 个预

期性指标，其中 6 个指标已经提前完成，包

括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的

预期值是 12 件，截至 2024 年底已经达到 14
件；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

经提升至 13.04%，比预期值高 0.04 个百分

点等。

专利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链”

专利产业化是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重要过程。2024 年，我国深入实施专

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专利走出“实

验室”，走向“产业链”。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司长王培章介绍，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实

施以来，我国历史上首次完成全国高校和科

研机构 134.9 万件存量专利盘点，组织 45 万

家企业进行精准对接和匹配推送，实施专利

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出台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等系列政策文件，指导

认定第二批专利密集型产品 3000 多件，产值

超 9400 亿元。

企业是专利产出的主体，也是专利转化

的主体。调查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

化率连续 5 年稳步提升，2024 年达到 53.3%，

创新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王培章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专利

产业化这条工作主线，在供给端，进一步盘

活存量、做优增量，持续推动专利质量提升，

形成更多符合产业需要的高价值专利，夯实

专利转化运用的质量基础；在需求端，进一

步推进产业知识产权协同发展，一体推进产

业知识产权创新联合体、专利池、知识产权

运营中心建设，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强链增效

作用。

保护知识产权，塑造良好营商环境

知识产权保护是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

要方面。胡文辉介绍，2024 年，国家知识产

权局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法治化水平，提

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强化知识产权

协同保护力度，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

数据显示，我国持续压减知识产权审

查周期，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缩短至 15.5
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 4 个

月，均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国际领先水平。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胡文辉表示，将进一步优化知识产权领域营

商环境，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

程，扎实推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完

善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常态化沟通机制，

着力解决好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确保高质

量完成知识产权“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

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知识产权的有力支撑。

（本报北京 1月 15日电）

我国成为首个发明专利突破 400万件的国家，多项“十四五”规划预期性指标提前完成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本报北京1月15日电（记者甘皙）2025 年综合运输春运

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春运第二天（农历腊月十六），全社会跨

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16630 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 1100
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 15262万人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

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 12495 万人次、公路营业性客

运量 2767万人次），水路客运量 50万人次，民航客运量 218万

人次。

各地积极预测春运车流、航班等数据。湖北省发布春运

期间天气趋势预测，并对春运期间路网运行研判。根据湖北

省内历年来春运车流规律分析，预判 2025年春运期间高速公

路日均通行车流量较 2023年春运同期增长 4.5%~8%，较 2024
年春运同期增长约 7%左右，约为平日流量 1.45~1.5 倍，自驾

出行占比达 90%。广东省预计春运期间省内高速公路车流总

量 约 2.81 亿 车 次 ，日 均 车 流 量 约 702 万 车 次 ，同 比 增 长

2.62%。北京市大兴机场春运期间预计保障航班 3.76万架次，

同比 2024 年春运增长 5.6%，日均航班量约 940 架次；预计运

送旅客 610万人次，同比增长 9%，日均旅客量约 15万人次。

春运第二日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6亿人次

本报北京1月15日电（记者时斓娜）记者今天从商务部

获悉，2024 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 1.3
万亿元。

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李刚介

绍，2024 年前 11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4.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3.5%。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据初步统

计，2024 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 680 万辆，超 3600 万名消

费者购买 8 大类家电以旧换新产品超过 5600 万台，家装厨卫

“焕新”补贴产品约 6000 万件，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过 138
万辆。

“以旧换新换出了消费新动能、换出了绿色可循环，更换

出了生活好品质。”李刚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

特别是 2024 年 7 月加力支持政策实施以来，汽车、家电、家居

等重要商品销售明显回升向好。

数据显示，2024年前 11个月，限额以上单位家电、家具的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2.9%，其中 11 月分别增长 22.2%
和 10.5%；乘用车零售量同比增长 4.7%。

下一步，商务部将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释放消费

潜力，重点做好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稳住消费

的基本盘。“近日，中央财政已经预下达 2025年消费品以旧换

新首批资金 810 亿元。本周，我们将陆续印发 2025 年加力支

持汽车、家电、家装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以及手机等数码

产品的购新补贴实施细则。”李刚表示，商务部将进一步优化

政策操作流程，强化政策宣传解读，让消费者更清楚地了解政

策、享受实惠。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超1.3万亿元
新一轮加力支持政策细则即将出炉

这是 1 月 15 日在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
公司2号船坞拍摄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
城号”（无人机照片）。

当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H1509船（“爱
达·花城号”）实现全船贯通，全面转入全船内装

工程、设备、系统调试“下半场”。相比于首艘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爱达·花城
号”总吨位增加了0.64万吨达14.19万吨，满
载游客量5232人，增加更具体验感和娱乐化
的相关设施。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爱达·花城号”全船贯通

本报讯（记者张嫱 通讯员陈晓宇）日前，

位于青岛市即墨区鳌山湾附近总投资 102 亿

元的中电建海上光伏项目正式获得国家批

复，这也是青岛首个海上光伏项目。根据规

划，该项目将于 2025 年 6 月全部建成。项目

现场工程师牛奇表示，并网后该项目年均可

提供约 19.2 亿度发电量，年均产值约 7.2 亿

元，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84万吨。

自 2024 年以来，青岛在海上风电和海上

光伏领域动作频频。青岛市与中国能建签

署《合作备忘录》，中国能建海洋能源研究院

联合中国海洋大学成立绿色智能海工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位于即墨区鳌山湾附近总投

资 102 亿元的中电建海上光伏项目正式获得

国家批复……从科研平台到基建项目，再到

产业链条，向大海要“绿色动能”，青岛“风”

“光”正好。

面对海上新能源的发展机遇，在即墨区，

以青岛汉缆、宝鉴科技为骨干企业的新能源

装备制造业，已初步构建起一条“海上风光”

产业链条。“面对海上风电不断增长的市场需

求，公司计划新建 10万吨铸造项目，建成后主

要生产铸造大型海上风电机组机舱座、风电

机组轮毂等产品。”青岛宝鉴科技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范莲表示。

此外，青岛汉缆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也

在不断实现业务突破，目前已经成为北方最大

的海底电缆生产商。青岛造船厂近年来通过实

施技术改造，建设 2条海上风电生产线，主要进

行海上风力发电塔、海上风力发电管桩制作，发

电塔年产量可达5万吨，产值5亿元。

青岛打造“海上风光”产业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