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日益临近，省城年货市
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从传统食
品到现代智能家居，从线下实体店到
线上电商平台，年货市场的多元化和
便捷性让消费者尽享便利。近日，记
者穿梭于省城多个年货市场，感受传
统与现代交织碰撞营造出的独特年
味儿。

传统年货市场热闹非凡
1 月 9 日，踏入省展览馆，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片炽热浓烈的红色海
洋，售卖春联、福字、灯笼等传统年货
的摊位一个连着一个，热闹非凡。

在春联摊位前，一副副写满吉祥
话语的春联整齐排列，金墨在红纸上
闪烁光芒，每一笔都饱含着对新年的
美好期许。这些春联不仅字体各异，
风格多样，而且内容也丰富多彩，既有
传统的吉祥话，也有现代的网络热词，
满足了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的需求。

除了春联，各种寓意吉祥的剪纸
作品也吸引了不少顾客的目光。这些
剪纸作品或为灵动的生肖图案，或为
寓意团圆的传统纹样，不仅富含节日
特色，还充满艺术气息。

在一旁的窗花摊位上，形态各异
的窗花更是琳琅满目，喜鹊登梅、莲花
锦鲤等图案栩栩如生，买回家贴在窗
户上，瞬间就能为房间增添几分灵动
与雅致。

挂饰区域内，中国结红得鲜艳夺
目，穗子随风轻摆，寓意着吉祥如意；
生肖玩偶憨态可掬，被串起悬挂着，洋
溢着活泼欢快的氛围。这些挂饰相互
映衬，勾勒出一幅红红火火、年味十足
的新春盛景。

食品区域内，糖果、糕点等传统美
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瓜子、花生、开
心果等干果品类齐全，色泽饱满，成为
市民们积极抢购的节日零食。

展览馆内，消费者们穿梭于各类
摊位间，或仔细挑选心仪的干货，或
对比不同款式的福字，或与摊主商
量着年货的价格……整个年货市场
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和人们对新春的
热切期盼。

创意年货成为新宠
与传统年货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各大商场的新兴年货街区正以全
新的姿态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在这
里，智能家电、数码产品成为不少年轻

人购置年货的热门选择，为新春佳节
带来了别样的科技感和时尚感。

走进一家电器城，据销售人员介
绍，扫地机器人、空气炸锅、智能按摩
仪等产品销量可观。这些实用的科技
产品近年来成了消费者赠送新年礼物
的新选择。一位年轻人说：“给父母买
个智能按摩仪，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
能轻松舒适一些。”选择这种既实用又
贴心的礼物，体现了年轻人对家人健
康的关注和关爱。

文创产品也在新兴年货中占据
一席之地。文创店里，带有生肖元素
的笔记本、手账格外引人注目。这些
文创产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巧
妙融合，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还能激
发人们的创作灵感。笔记本封面精
美，生肖图案栩栩如生；手账设计巧
妙，内页纸张质感上乘，排版精致。
无论是用来记录春节期间的温馨时
刻、美好回忆，还是规划新一年的生
活目标，这些文创产品都能成为人们
的“得力助手”。

此外，创意年货也备受人们喜
爱。花店推出的“鲜花+零食”“鲜
花+文创”等创意组合花束成了不少
年轻人的“心头好”。这些新颖的组
合不仅能为新春佳节带来别样的惊
喜与浪漫，还展现了年轻人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热爱。这些创意年货
不仅丰富了年货市场的商品种类，
也为人们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更多的
乐趣。

市场线上线下融合成趋势
如今，年货市场也迎来一场由线

上线下融合引领的变革。线上年货
节开展得如火如荼，各大电商平台竞
相推出丰富多样的优惠活动，满足了
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购物需
求。通过浏览电商平台的商品预览
图，消费者可以线上轻松选购心仪年
货，享受便捷的快递配送服务，让年
货采购变得既快速又省心。

线上平台还实现了虚拟试妆、试
穿等功能，让消费者在购买新衣新

鞋时，能通过虚拟技术预览穿戴效
果，提升了购物体验的个性化和精
准度。同时，物流配送体系特别推
出针对年货配送的加急服务，确保
了年货能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线下市场亦不甘落后，正积极探
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商家在
实体店设置二维码，引导顾客扫描进
入线上店铺领取优惠券，用于购买线
上商品，实现了线上线下优惠互通，
既为消费者带来实惠，又促进了市场
的共同繁荣。

直播带货更是成为年货市场的
一大亮点，商家在实体店或仓库搭建
直播间，主播热情介绍各类年货，包
括科技新品、创意花束等，消费者既
可现场观看直播，挑选商品，也可通
过直播链接在线下单，享受线下体验
与线上便捷的双重优势，购物体验更
加多元。

年货市场结合线上线下销售新趋
势，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个性化
的购物选择。

传统与现代交织 年味十足迎新春
——省城年货市场扫描

本报记者 李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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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3 日，“晋创谷·
运城”揭牌仪式在运城转型综改示
范区创新驱动中心举行，标志着这
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进入实体化
运行新阶段。作为全省创新驱动
发展的核心项目，“晋创谷·运城”
的成立为运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汇聚创新资源，打造科创高地
“晋创谷·运城”规划总面积 49

平方公里，自建设以来，便致力于成
为汇聚创新资源的平台，重点打造
盐湖高新区创新驱动中心和科创城
创新驱动中心，依托“双中心”辐射
带动全市高质量发展。通过引进启
迪（太原）科技园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山西中关村智酷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等专业运营团队，为入驻企业
提供优质的办公环境和政策支持。
山西智通时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
众多受益者之一。“三免两减半”优

惠政策、专业的运营管理服务以及
运城市科技局和运城经济技术开发
区等部门的政策支持，使该公司享
受到了诸多便利。

走进“晋创谷·运城”，宽敞的道
路规划有序，现代化的楼宇林立。
综合服务中心内，政务、金融、会
计、法律、企业咨询等服务窗口的工
作人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培训室、接待室、会议室、多功能
厅、企业展示区、众创空间等一应俱
全，为入驻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办公
和交流环境。

优化创新生态，促进产业集聚
“晋创谷·运城”围绕新材料、智

能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三大重点
产业广泛对接省内外科创团队、产
业链重点企业，常态化开展入驻遴
选工作。目前，“一谷双中心”累计
入驻科创团队20家，科技型企业57
家，年度营收3.5亿元。这些企业的
入驻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经验，还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协同
发展。

运城市恩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数字科技+医疗健康平台”
的开创型科技公司，拥有专利、软
著、商标50余个，产品涵盖智能可穿
戴设备和生命数据追踪平台等多个
领域。在“晋创谷·运城”科创城创
新驱动中心，该公司能够及时了解
政策动态，获得专业的运营支持和
服务。

同样受益的还有山西佳国利传
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生产
的氢气泄漏检测仪精度高、敏感度
强，是市场上的热门产品。入驻盐
湖高新区创新驱动中心一个月以
来，各项政策利好使他们生产顺畅，
订单不断。

推动成果转化，助力经济发展
高校拥有丰富的科研资源、人

力资源，企业具备实践经验、生产资
源、市场资源。校企合作不仅能够
实现资源共享和互补，更为科技成
果转化为市场化产品提供可能。“晋
创谷·运城”正是这样一个连接高校
和企业的平台，打通了科技成果转

化“最后一公里”堵点。
山西宏明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通过“晋创谷·运城”平台，成功对
接太原理工大学的专家团队，实现
了产品量产和技术革新。“晋创谷·
运城”先后与西安交大、太原理工、
中北大学、运城学院签订合作协
议，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动高校
科技成果在运城落地转化。当前，

“晋创谷·运城”已入驻高校、科研
院所团队 20 个，包括西安交通大
学的衰老防治创新团队、太原理工
大学的先进铝材制造与装备科研
团队等。

未来，依托“晋创谷·运城”平
台，运城市将持续开展科创企业（团
队）引育工作，将“晋创谷·运城”打
造成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重要的
科技创新策源地、成果中试和转化
服务中心、双创孵化示范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聚区。通过汇聚创新资
源、优化创新生态、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等一系列举措，“晋创谷·运城”
将成为运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和支撑力量。

2024年12月23日，“晋创谷·运城”正式揭牌，标志着这一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进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

“晋创谷·运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杨永生

本报太原 1月 10 日讯（实习记
者 宋烨）为全面筑牢节日期间食品
安全防线，太原市市场监管局于今日召
开春节期间食品安全风险提醒告诫会。

会上通报了近期在督导检查中发
现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进

货不履行查验义务、食品加工制作过
程卫生不符合要求、餐饮单位不按照
操作规范制作食品、餐饮具清洁消毒
不到位、食品标签标注不真实不规范
等六大食品安全问题。

据了解，春节期间历来是食品消
费高峰时期，也是食品安全风险集中、

问题易发的敏感时段。
会议要求，各食品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要牢固树立第一责任人意识，全
面落实供货者管理、进货查验、生产经
营过程控制等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制
度，严把原辅料采购关；各餐饮服务经
营者要严格执行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

度，并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
范》要求加工制作食品，严禁销售“三无
食品”、过期食品、来源不明食品；各级
执法人员要加强春节期间食品生产经
营领域安全监管，强化系统思维，全链
条抓实食品生产经营监管工作，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确保春节期间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太原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风险提醒告诫会

第二届“太原好货”供销年货节现场，消费者正在挑选商品。 本报记者 李若男 摄

本报太原 1月 10 日讯（记者
王媛）1月10日，由太原市科技局、
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指导，太
原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主办的“新
智AI赋能未来”山西（太原）2025人
工智能驱动创新发展大会暨科技成
果展在太原举行。1000余名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参与此次大会，汇聚各
方智慧与资源，为创新型企业发展
提供了智力支持与方向指引。

大会上，与会嘉宾交流观点，
探讨技术应用，为行业企业发展建
言献策，也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新的动力。

太原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
长王强提出，要基于企业的专业领域
与实践经验，从多元视角出发，为企
业在复杂多变的浪潮中精准把握机
遇、有效应对挑战提供有益参考依
据，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山西省科技厅副厅长牛青山
强调，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
新融合发展，大力促进专利产业化，
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太原市人工智
能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跃峰介绍
了基层党建推动新兴领域人工智能
时代发展的新引擎、新思路，并分析
了党建引领人工智能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及新的发展方向……

大会期间，来自全国各地人工
智能行业的1000多家企业代表还分
别展示了企业的最新研发成果和技
术应用，覆盖了先进制造、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搭建了一个集学术交流、技术展示、
合作洽谈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集中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
研成果和创新应用，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太原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会长任晋刚表示，此次大会展示
了我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创新应用，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的商业化进程，不仅让一大批好的产品脱颖而出，也
吸引了各类投资机构，将进一步提升我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也为推动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下图：山西（太原）2025人工智能驱动创新发展大会现场，
科大讯飞工作人员正在宣传自家产品。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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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太原1月10日讯（实习记
者 姚雅馨）1 月 10 日，“盛唐遗韵
——中国盛唐建筑记忆展”在山西古
建筑博物馆（纯阳宫第五进院展厅）
开幕。此次展览的展品汇集山西、陕
西和河南多家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建
筑构件，其中，近年晋阳古城建筑考
古的新发现、南禅寺修缮替换下来的
原构件等多件展品为首次组合展出。

此次展览为期三个月，分为三个
单元，第一单元“大唐三都”带领观众

领略北都太原、京都长安、东都洛阳
三座唐代都城的壮丽布局和建筑特
色；第二单元“大唐遗珠”聚焦中国现
存仅有的几座唐代木构建筑——南
禅寺、佛光寺和广仁王庙，向观众展
示了唐朝高水平的木构建筑技术；第
三单元“盛世风华”设置了两个互动
打卡体验展厅以及“李白游三都”互
动游戏，观众可扫描二维码，跟随李
白的脚步，一览长安城、洛阳城、太原
城盛景，了解盛唐建筑的历史知识。

“盛唐遗韵——中国盛唐建筑记忆展”开展
展出晋陕豫多家博物馆珍藏的唐代建筑构件

本报太原1月10日讯（记
者 马永亮）1月9日，“山西数
据交易中心地球科学数据创新
中心暨地理时空数据专区发布
仪式”在太原举行。仪式上，山
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省数据局局长闫中立为山
西数据交易中心地球科学数据
创新中心揭牌。

地理时空数据专区目前已
累计上架地理时空数据产品94
个，产品类型包括数据产品、数
据服务、数据工具三大类，产品
覆盖应用场景超百个，应用行
业包括但不限于：农业生态监
测、自然生态监测、特殊遥感影

像处理、灾害情况监测等。
地球科学数据作为新型生

产要素之一，已融入社会生产、
分配、流通等环节，与数字经济
的耦合协同效应不断增强。

据了解，山西数据交易中
心联合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
查院建立地球科学数据创新中
心，将做好数据整合挖掘，致力
于打破数据壁垒，促进地球科
学领域与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度
融合；做好数据处理分析，充分
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地
球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开发优质
地球科学数据产品，为用户提供
一站式、高质量的数据服务。

山西数据交易中心地球科学数据创新中心揭牌
地理时空数据专区同时上线

本报临汾 1 月 10 日讯（记者
栗美霞）近日，洪洞大槐树景区员
工自编、自演、自拍的微短剧《穿越
明代当富豪：移民篇》拍摄制作完
成，将在抖音、快手等各大视频平
台播出。这部充满创意的微短剧
将景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当
下流行的穿越题材融合，旨在让更
多人了解洪洞大槐树景区的历史
文化，感受寻根文化的魅力。

此次推出的微短剧《穿越明代
当富豪：移民篇》以轻松诙谐的方
式讲述了主人公穿越回明代大槐
树移民时期，凭借智慧与不懈努
力，一步步成为当地富豪的故事。
观众将跟随主角的脚步，置身于那
个波澜壮阔的移民时代，领略大槐
树移民的历史文化，深刻感受到先
祖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的坚韧
不拔与勤劳智慧。

《穿越明代当富豪：移民篇》演绎别样寻根故事
系洪洞大槐树景区员工原创的微短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