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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万件发明专利为发展蓄能

哈 尔 滨 经 受 流 量 考 验

□ 本报记者 吴 浩

新能源汽车辐射强？没有科学依据

□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 跃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孟孟 飞飞 李李 苑苑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来稿邮箱 jjrbgzb@163.com

今冬草莓价格为何下降

本报记者

崔

浩

这个冬天哪里最火热？“冰城”哈尔

滨。面对犹如潮涌的“南方小土豆”们，

哈尔滨接住了“泼天的富贵”。各种“整

活儿”开始了花式“宠粉”：冻梨摆盘、

驯鹿游街、交响乐进商场、街边搭起暖

棚、松花江上升起热气球、私家车主免费

接送游客⋯⋯花样翻新，令本地人都大开

眼界，游客们感受到“冰城”温暖，很多

人亲切地把哈尔滨唤作“尔滨”。

今年元旦假期，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

客 304.7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14

亿元，约占全国的 7%，游客接待量与旅

游总收入达到历史峰值。元旦假期之后，

哈尔滨旅游热度不减，春节假期临近，哈

尔滨将迎来又一个旅游高峰期。哈尔滨旅

游为何这么火，能否经受大流量的考验，

如何才能继续火下去？

资源独特 优势显著

1 月初的哈尔滨，清晨室外温度低至

零下 20 多摄氏度，紧邻中央大街的红专街

早市却热闹非凡。炸糕店前排起了几十米

的长队，馄饨铺里一碗碗馄饨热气腾腾，

不少游客选择逛早市、吃早点，体验地道

的东北早市。

东北黏豆包、锅包肉、蛋堡、大馅包

子⋯⋯这些东北人习以为常的小吃，成为

外 地 游 客 喜 欢 的 特 色 美 食 。“ 早 点 品 种

多 、 好 吃 不 贵 ， 关 键 充 满 了 人 间 烟 火

气 。” 来 自 湖 南 长 沙 的 游 客 欧 静 告 诉 记

者，她和朋友专程来哈尔滨游玩，每天都

很开心。当记者问及她为何选择来哈尔滨

时，她直接用东北口音笑着说，太稀罕这

里的雪了，南方根本见不到。

各地游客奔赴哈尔滨，给哈尔滨冰雪

旅游带来了巨大流量。通过朋友圈、短视

频等自媒体传播，“尔滨”成为南方人心

心念念的旅游目的地。“小砂糖橘”“小菌

主”“小葱花”陆续来到哈尔滨，更是让

哈尔滨热度持续不减。

走在中央大街上，热闹的场面随处可

见。游客与冰雕、雪雕合影拍照，排长队

购买马迭尔冰棍的场面天天上演。华灯初

上，大型公益性音乐表演——马迭尔阳台

音乐演出，展示出“音乐之城”的独特魅

力。游客在老街上驻足倾听美妙的音乐，

感受北国“冰城”带来的浪漫气息，成为

中央大街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高晓华表示，我们在冰雪季期间推

出马迭尔阳台音乐冬季演出，希望为游客

带来独特的体验，让他们在哈尔滨留下美

好的回忆。同时，为黑龙江冰雪旅游赋

能，提升“冰城”的冬季旅游魅力。

准备充足 体验丰富

夜幕降临，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成

千上万的游客尽情地在雪地蹦迪、跳兔子

舞，在欢快的音乐声中，体验冰雪及舞蹈

带来的乐趣。

1 月 5 日，第 40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

冰雪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幕，标志着

哈尔滨冬季旅游正式进入黄金期，预计这

股 旅 游 热 潮 将 延 续 至 春 节 假 期 。 1 月 11

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吉祥物、会

徽、口号正式对外发布。2025 年初，第九

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哈尔滨举行。在喜

迎“亚冬”的氛围中，人们的冰雪运动热

情被点燃。

在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滑雪爱好

者从 1000 多米高的山顶飞驰而下，体验滑

雪带来的乐趣。除了滑雪，游客还能欣赏

壮美的冰雪风光，体验骑雪地摩托等乐

趣。截至 1 月 11 日，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

区本雪季已累计接待游客 41.09 万人次，

日均接待游客 6420 人次，单日最大接待游

客 1.4 万人次。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雪

地自行车、雪地拔河、雪地四驱车等项目

种类众多，游客在松花江上得以沉浸式体

验冰雪运动乐趣。

哈尔滨文化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黄训军表示，我们设置

互动娱乐体验项目超 40 个，其中公益免费

项目超过三分之一。冰上足球、冰上排

球、冰刀滑冰场等具有代表性的大众冰雪

体育项目，激发了游客参与冰雪运动的热

情，给游客更丰富的冰雪体验。

哈尔滨作为冰雪旅游胜地，冰雪产

业发展已有 60 多年历史，拥有丰富的冰

雪旅游资源。冰雪大世界、亚布力滑雪

旅游度假区、松花江冰雪嘉年华、雪博

会 、 东 北 虎 林 园 、 极 地 公 园 以 及 网 红

“淘学企鹅”等，共同支撑起哈尔滨冰雪

旅游市场。

“很多人说哈尔滨现在是网红城市，

我并不这么想，因为哈尔滨的热度不是昙

花一现，而是厚积薄发。”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景区主持人姜可东说。

加大供给 提升品质

“泼天的富贵”轮到了哈尔滨，如何

推动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成为当下各方关

注的焦点话题。“哈尔滨今冬旅游火爆态

势并非偶然，而是经过长达一年精心筹备

的结果。”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何晶说。

2023 年以来，黑龙江开展了夏季避暑

旅游“百日行动”和冬季冰雪旅游“百日

行动”。之后策划了很多高流量的 IP，比

如“淘学企鹅”“歌声里的黑龙江”等，

并携手文旅博主开展深度合作，从游客视

角出发，力求实现换位思考，全面提升旅

游体验，引爆黑龙江的旅游市场。

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的网红 IP“淘学

企鹅”打卡哈尔滨各个知名景区，深受游

客追捧，成为“流量明星”。哈尔滨极地

公园董事长田力认为，哈尔滨冰雪旅游火

爆并不是单纯靠炒作，而是根植于冰雪文

化基因和城市文化底蕴。为了推动冰雪旅

游 持 续 火 热 ， 每 个 景

区 都 要 围 绕 冰 雪 旅 游

特 色 这 个 城 市 主 题 IP

进 行 打 造 ， 在 各 自 领

域 做 精 做 尖 ， 打 造 精

品，争做头部企业。同时，要加强旅游服

务管理，有效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随着寒假旅游高峰来临，中央大街目

前日均客流量 40 余万人次，是原来日均客

流量的 1.5 倍至 2 倍。“面对如潮涌般的游

客，我们充分发挥大数据智慧中心作用，

实时监控街区客流情况，及时沟通协调相

关应急处置工作。”中央大街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宫剑虹说，中央大街还通过打造志

愿服务温暖小屋、设置爱心热饮派送点等

手段，为游客提供免费热水、免费存包、

免费导游等暖心服务，让游客在寒冷的冬

天感受“冰城”的温暖。

“冰城”哈尔滨旅游火热出圈，城市

管理、各项保障服务等经受巨大流量考

验，如何促进冰雪旅游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黑龙江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旅游组

副组长崔玉范表示，我们应认清旅游消费

新需求和新趋势，紧紧抓住当前冰雪经济

发展良机，加快推进旅游产品提档升级。

“有些优质的冰雪旅游资源尚待进一步开

发利用，要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策划、

运营管理等多方面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升

服务品质。”崔玉范说。

下一步，哈尔滨要借助智慧旅游大数

据，精准定位和研究主要客源市场需求，

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参与性和体验性冰雪旅

游活动的需求。大力开发集自然冰雪观光

游览、冰雪运动、冰雪文化体验等“点线

面”于一体的多元化冰雪旅游产品组合。

有效放大亚冬会等国际赛事的短期和长期

效应，加快推进主客共享的国际冰雪旅游

目的地建设，促进冰雪旅游市场开发，不

断提升旅游供给品质，提高旅游产品和服

务水平。

最近，关于“新能源汽车辐射强，长时间驾驶不利

于身体健康”等说法在网上传播，引发不少车主和消费

者担忧。事实如何？记者进行了求证。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上述说法没有科学依据。首先，法律法规对新能源汽

车电磁辐射强度有具体限定。其次，新能源汽车是全

球汽车产业共同的发展方向，放眼来看，全球范围内几

乎没有出现过相关案例。

据悉，辐射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人们谈

之色变的核辐射就属于电离辐射。2017 年，电离辐射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一类致癌物清单。新能源汽车电

池、电机，以及车内电子电气设备工作时产生的是电磁

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非电离辐射在日常生活中无

处不在，如可见光、紫外线、声辐射、热辐射和低频电磁

辐射等。

从阳光到雷电，从家用电器到手机，无时无刻不在

释放辐射，却很少会有人担心。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辐

射反而受到更多关注？“之所以出现此类传言，主要是

因为新能源汽车属于新事物，人们对其了解程度不

够。”崔东树说。

国家政策法规对电磁辐射有严格的限值要求，包

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任何车辆，在上市前都要进行

“EMC 测试”，即对电子产品在电磁场方面干扰大小和

抗干扰能力的综合评定。2017 年 12 月 1 日，《电动车

辆的电磁场发射强度的限值和测量方法》正式实施；

2019 年 7 月 1 日，《车辆电磁场相对于人体暴露的测量

方法》实施。同时，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还建立了

《EV-TEST（电动汽车测评）管理规则》，其中也有人体

电磁防护专项评测类目。

不止于此，汽车企业对于新能源汽车的电磁辐射

也做到了层层防护。据小鹏汽车技术团队人员介绍，

他们在汽车电磁辐射防护方面，从设计之初就进行了

多方位考量，比如高压零部件会以金属外壳屏蔽辐射，

高压线则选用双层屏蔽电缆，并保证高压大电流线不

进入乘员舱。

有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产生的电磁辐射强

度与传统燃油车相差无几。新能源汽车产生的电磁辐

射主要集中在 300kHz 以下的低频区域，国标对于低频

磁场的辐射安全标准限值定为 100μT，电场辐射安全

标准为 5000V/m。据多方测试，目前新能源汽车在大

部分工况时，车内不同位置的磁场辐射值都在 1μT 以

下，仅为安全限值的百分之一。

另外，记者也查询到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

市委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的 2023 年 12 月“科

学”流言榜也对“新能源汽车辐射强会致癌”等类似说

法给出了解答：该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日前，“草莓价格大跳水”等消息冲

上热搜，引发关注。自 2023 年 11 月冬草

莓上市以来，多个品种的草莓价格大幅

跳水，部分品种价格仅为 2022 年同期价

格的一半左右。“草莓自由”真的实现了

吗？记者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采访。

1 月 10 日中午，记者来到济南市堤

口果品批发市场，草莓批发档口稍显冷

清。“这个冬天草莓价格下降确实比较明

显，几乎所有品种的价格都跌了，比如，

甜宝草莓 2023 年 12 月底价格只有 14 元

左右。”当地水果经销商任树才说，不过

随着气温逐渐降低，以及受节假日等因

素影响，2024 年元旦节后草莓中果销售

价格已重新回到 18 元左右，但相较于往

年 20 元左右的售价，价格仍有所下降，

销量情况也不如往年。

一名前来采购草莓的零售商告诉记者，从终端销售情况来

看，消费者购买草莓的意愿也有所降低。

“这个冬天草莓收购价格比往年低了 10%至 20%，主要原因是

这个冬天比往年多产出一茬草莓。特别是 2023 年 11 月草莓刚上

市时，产量更高，大棚每亩地一天的产量能达到 70 斤至 100 斤。

随着气温下降，产量波动较大，价格也有所回暖。”山东省邹城市

的草莓种植户徐元植表示，这段时间，当地也在积极宣传草莓采

摘园，帮助当地农户拓展新的销售渠道，提高销售价格。

今冬草莓价格下跌是否由于供给端供过于求造成的？山东

省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武冲表示，相较往年，今冬草莓价格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今冬前期气温较高，草莓成熟快，加上品质不高，价

格比较低。近期，随着气温降低，草莓成熟期拉长，品质提升，市

场价格有所上涨，但还是明显低于往年同期，特别是草莓批发价

格。不过，草莓采摘价格波动相对较小，一些高品质草莓价格依

然坚挺。

从需求端反馈来看，“草莓自由”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有网

友表示，自己在超市购买草莓，跟往年相比并没有便宜多少，感觉

又被价格刺客“背刺”了。

记者在济南市当地的连锁超市家家悦看到，一斤甜宝草莓零售

价格在 25元左右，而在百果园、果多美以及盒马等水果生鲜专营店，

中果的售价基本维持在一斤35元左右，价格降幅并不明显。

壹览商业创始人杨宇表示，批发市场价格和终端销售价

格有差距是正常的，零售价格会受到批发和源头价格的影响，

但是有滞后性，而且降价幅度也是根据零售渠道的定位决定，

消费场景不一样，价格自然会有所不同。

近年来，除了一些常见的草莓品种外，浅色系品种“淡雪”

“白雪公主”“粉玉”及深色系品种“黑珍珠”等逐渐

受到市场青睐，价格较高，草莓种植户的栽种意愿

较强。此外，我国自主选育的“妙香”“越心”“煌

香”“黔莓”等草莓品种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

“从当前草莓产业发展

趋势来看，草莓价格下降将

成为一种常态。”武冲表示，

价格下降会对整个产业带来

一系列变革，特别是对草莓

育种力度、快繁体系建立等

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对草

莓 品 质 的 把 控 显 得 尤 为

重要。

今冬草莓价格，特别是批

发价格有所下降，但采摘价格

波动相对较小，一些高品质草

莓的售价依然坚挺。从当前

草莓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草莓

价格下降将成为一种常态。

近日，一条关于专利的新闻让人倍感

振奋：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

台）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401.5 万件，成为

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

400 万件的国家。

我国的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类型，其中发明

专利审查最严、申请最难，最能体现出科技

创新能力。发明专利拥有量也是衡量一国

科技实力和经济水平的重要指标。400 多

万件发明专利来之不易，将为中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

看总量，发明专利的扩增与中国经济

的腾飞同频共振。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专利制度起步虽

晚，发展却很快，走出了后来居上的趋势

线。早在 19 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

家都已颁布了本国专利法。而首部中国专

利法正式实施于 1985 年 4 月 1 日，我国自那

时起才开始受理专利申请。时代车轮滚滚

向前，创新浪潮奔涌而来。2011 年，中国专

利申请数量首次位列世界第一。2019 年，

中国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跃居全球第

一位。

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

量达到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 100 万件分

别用时 31 年、4 年和 2 年左右，而突破第 4 个

100 万件仅用时 1 年半。这个明显的“加速

度”发展，表现出与中国经济腾飞同频共振

的节奏。它不仅反映了中国技术创新能力

的高速进步，也显示了国人知识产权意识

的不断增强。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

产权大国，持续为全球创新发展贡献中国

智慧。

看质量，发明专利的提质为中国经济

的转型奠基蓄能。

当前，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

确定性上升，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

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将科技创新放在国家

发展的核心位置，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保护知识产权，就

是为创新创造保驾护航。

筑牢创新驱动发展的基石，发明专利

不仅要有量的保障，更要有质的提升。看

发明专利质量，我国创新发展潜力十足。

在这 400 多万件有效发明专利中，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 166.5 万件，占 41.5%，较 2022

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国内企业拥有有效发

明专利 290.9 万件，占比首次超过七成，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

看未来，推动发明专利的运用转化是

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2022 年中国

专利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有效发

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6.7%，我国高校发明专

利产业化率为 3.9%。与自身相比，这两个

产业化率都较上年有明显提升。但与发达

国家比，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偏低，大量

专利技术被闲置。

推动专利转化运用，需多方合作，共同

努力。一方面，针对高校、科研院所因不了

解市场需求导致许多创新成果与市场不适

配的现状，我们要强化产学研协同，聚焦科

技创新供需匹配对接，建立行之有效的专

利产业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专利产

业化评价体系，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诊

断器”的作用，以深化改革来解除创新发展

的制度“梗阻”。

丰富的知识产权资源需要盘活，大量的

发明专利有待转变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的

有效发明专利已超 400 万件，并处于持续快

速 增 长 态 势 。

用足用好这些

发 明 专 利 ，必

将加快推动中

国制造向中国

创 造 转 变 、中

国速度向中国

质 量 转 变 、中

国产品向中国

品牌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