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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2月15日电（记者王菲）创新消费场
景、激活文旅市场、丰富市场供应……春回大地，各
地加快促消费政策出台落实，优化市场供应，提振市
场信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服务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4.0%，结束连续 6 个月回落走势，升
至扩张区间。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 2022 年累
计直播场次超 1.2亿场，即时零售渗透的行业和品类
持续扩大。

服务型消费释放新活力

“中国旅游市场的强劲复苏起到了‘信心催化剂’
的作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
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各地从供给侧为市场的复
苏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出台各种刺激消费、让利惠
民的措施，有效激活了人们的需求。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
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同
比增长30%。

新型消费在促消费、扩内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同时，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文化消费也在不
断拓展消费新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消费结构加快升级，居民消
费服务化趋势加快发展，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
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正在变为现实。以冰
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文化、冰雪装备为核心的冰雪
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冰雪消费供求动态适配、均衡
发展的新局面。”厉新建认为，通过冰雪旅游设施建
设、冰雪旅游产品开发、冰雪旅游营销推广，有力推动
了冰雪资源向冰雪旅游、冰雪经济的发展，有效引导
了冰雪消费。

在厉新建看来，旅游行业的产业生态的恢复和产
业基础的重构需要时间，所以对2023年旅游行业发展
还是要有耐心，稳字当头，争取企稳回升，行稳致远。

需求与供给良性互动激活新动能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需求牵引供给、供
给创造需求形成良性互动，不断孕育新热点增添新动
能。

中国饭店协会近期对全国百家餐饮住宿企业的
调查报告显示，跨省消费对市场拉动作用进一步增
强，品质消费、特色消费、国潮消费成为新消费热点。
线上销售占比增加，“到店+到家”已成为餐饮企业恢
复发展的“双轨”。

合肥滨湖投资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集团民宿、餐饮项目的营收表现来看，目前餐饮、
住宿的消费复苏步伐明显加快，同时消费者更注重产
品的品质、文化和特色。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我们也
在不断优化产品供给。今年我们将加快四期项目的
开发，推出一些新业态、新产品，将更多的文化元素植
入夜经济，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

在追求“诗和远方”的同时，文化消费为市场回暖
注入新活力。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电影
2023 年 1 月的票房超过 100 亿元人民币，创历年来 1
月份票房最高纪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精神文化需求在休
闲消费中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厉新建说，电影市
场的“王者归来”，一方面是补偿性需求得以释放，另
一方面更凸显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

新技术、新需求、新场景催热新消费

新技术、新需求、新场景迭代创新，催热新消费，
正在为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注入韧性和活力。

作为消费领域的“四大金刚”之一，汽车消费是见
证市场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全年新车销量2686.4万辆，同比增长2.1%，连
续 14 年居全球首位。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9%和
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汽车工业处处长马翠兵

介绍，新能源汽车产业克服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因
素强劲恢复，展现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随着新能源汽车迈向市场驱动的新阶段，产业链
供应链协同创新，不断催生新技术、新模式，为消费市
场注入新动能。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2022年我们销售
了 232814 辆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112.9%。”奇瑞新
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王磊说，“围绕个
性化、多样化的用户需求，今年我们将依托科技赋能，
打造场景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汽车产业新生态，以全
新的产品、全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元的生态新
体验。”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师建华说，汽车产
业生态由传统的链式关系向多领域、多主体共同参与
的网状生态演化，向“汽车+服务”转型，不断拓展新
的市场空间。

孔令刚建议，加快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
持续为消费者创造和优化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
市场环境，助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
动态平衡。

“对于市场而言，信心至关重要。当前应进一步
增强市场主体信心，稳定就业，扩大居民的收入来
源。”在孔令刚看来，我国消费市场空间大、潜力足，释
放消费潜力，关键在于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通过稳
定预期为居民消费注入信心和动力。

“烟火气”里看消费，释放几重暖意？

图为合肥罍街，民俗文化展演吸引大批观众（记者王菲 摄）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2月15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5年来检察机关履行刑事检察职责
情况。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介绍，2018 年
至2022年底，共追诉刑事犯罪583万余件。其中依
法追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1400 余件，危害公共安
全犯罪 43.5 万余件（不包括危险驾驶罪），严重暴
力犯罪23万余件，其他刑事犯罪515.8万余件。

——在追诉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犯罪方
面，对渗透、颠覆、分裂国家等犯罪严厉惩治，注重
提升发现和预防此类犯罪的能力；对暴力恐怖犯
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过去5年，起诉危害国家安
全犯罪人数始终处于低位运行，仅占犯罪总数的
0.03%。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也整体下降，占犯罪总
数的6.3%。

——在追诉黑恶犯罪方面，先后依法起诉了“云
南孙小果涉黑案”“湖南杜少平等人操场埋尸案”“海
南黄鸿发涉黑案”等一批危害后果十分严重、社会影
响极为恶劣的案件。5年来共起诉黑恶犯罪4.2万余
件，起诉黑恶势力“保护伞”3600余人。

——在追诉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突出惩治对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危害的杀人、重
伤害、强奸、抢劫等暴力犯罪，先后依法起诉了“南

京吉爱国故意杀人案”“江西劳荣枝杀人案”等一
批重罪案件。总体看，严重暴力犯罪在数量上和
占犯罪总数比例上都呈减少和下降趋势，相比前5
年起诉人数下降27.8%。

——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与国家监委配合，
建立监检衔接机制，实现有效的配合和制约。5年
来，共起诉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 7.8
万余人。对50余件贪污贿赂案件（犯罪人逃匿、死
亡的）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首次适用缺席审判
程序对外逃贪污犯罪嫌疑人程三昌提起公诉。依
法惩治行贿犯罪，把“围猎”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行
贿牟取非法利益、向多人行贿或多次行贿、行贿数
额巨大作为惩治的重点，5 年来共起诉行贿犯罪
1.1万余人。

——在追诉普通刑事犯罪方面，全面贯彻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
事司法实践中，该逮捕的一定要逮捕，该起诉的一
定要起诉。对于虽然构成犯罪，但罪行较轻，没有
逃跑、自杀、毁灭证据等妨害追诉活动和社会危险
性的，依法不采取逮捕措施。5 年来，诉前羁押率
逐年下降，2018 年提起公诉前被羁押人数占起诉
人数的54.9%，2020年占42.2%，2022年占26.7%。

5 年来，刑事犯罪的一些新变化同样值得关

注：一是犯罪结构变化明显，严重暴力犯罪发案减
少。在被追诉的刑事案件中，超过85%是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以及不起诉的轻罪案件。二是在发
案和追诉数量上，一直占发案和被追诉第一位的
盗窃罪，2019 年被危险驾驶罪（醉驾）取代。2022
年危险驾驶罪占被起诉总数的 18.2%，盗窃罪占
13%。三是网络犯罪危害日益严重。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上升明显，2022年起诉此类犯罪12.9
万余人，起诉数量已经占到第三位。四是金融证
券犯罪严重危害国家经济、金融安全，5年来，检察
机关共起诉此类犯罪 18.5 万余人，比前 5 年上升
28.2%，其中包括“明天系”“安邦系”“泛亚”“康美
药业”等一批特别重大案件。

据介绍，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在追诉犯罪中
一系列职能活动的统称。这项职能主要包括：对
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对刑事
侦查、刑事审判、刑罚执行活动实施监督，对侦查
活动中出现的违法情形依法纠正，对确有错误的
刑事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对刑罚执行中的违
法情形予以纠正，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保
障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和良好社会秩序
的目的。

（记者：刘奕湛、冯家顺）

5年来，刑事检察的这些事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