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府：“鲜花经济”为消费增添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李娟）漫步于呼和
浩特的大街小巷，不难发现鲜花产业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悄然兴起，花店、
绿植店及花卉市场遍地开花，市场份
额逐年攀升。鲜花与盆栽植物已渐
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仪式感
的重要载体。

日前，记者实地探访了位于赛罕
区农牧小区南侧的一处花卉市场。
这里汇聚了十余家花卉店铺，店内陈
列的花卉种类繁多，主要以大众喜闻
乐见的绿植、花卉为主，价格区间从
十几元的亲民款到上百元的精品应
有尽有。尽管当前尚未进入岁末年
初的销售旺季，市场内的花卉种类略
显单调，但依旧能感受到这份来自大

自然的生机与活力。
市民赵女士非常喜欢养花，近

日，她在花卉市场精心挑选了两盆应
季的盆栽。她告诉记者：“今天选购
了仙客来、君子兰，都是带花苞的。
现在买比较划算，越临近过年，价格
会越高。”

记者了解到，今年花卉市场的价
格相比往年有所波动，尤其是在节假
日期间，价格涨幅更为明显。

“为满足春节期间市民对花卉的
需求，我们会在春节前半个月左右从
外地采购花卉，并且以精品、开花的
花卉为主，由于精品花卉成本比普通
花卉高，加之冬季运输费用增加，所
以春节期间的花卉价格相对较高。”

花卉经营者王先生表示。
大型的花卉商场在满足大众消

费需求的同时，也在通过一系列增值
服务提升顾客的回购率。例如帮顾
客更换花土、花盆，并销售花肥、杀虫
剂等系列产品，为市民提供一站式采
购的便利，从而提高销售额。

与此同时，许多商家也将目光投
向了小众消费群体，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的消费观念并不以养花为主，而
是更注重为生活增添氛围，享受贴心
的服务。在丽景花卉市场，就能体验
到这样的小众服务。这里的花卉造
型独特、颜色鲜艳、生长方式别致。
走进花店，映入眼帘的便是独具匠心
的陈列风格，吸引顾客纷纷打卡拍
照，并选购喜欢的花卉。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一些社区周
边也有不少类似的特色花店。透过
橱窗，可以看到精致的小店内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花卉。不同的花卉被栽
植在形状各异的花盆里，每一盆都独
具特色。“我不太懂养花，但喜欢用花
来装饰生活。所以我经常到小众的
花店买花，这里的植物更有特色，花
盆也不重样。花卉的价格因品种而

异，更重要的是经营者会提供一对一
的服务，并经常发微信告诉我如何养
护花卉，这样的服务让我觉得很贴
心。”市民姜慧告诉记者。

马女士在苏虎街经营着一家独
具特色的“植物商店”，从一进门的花
卉装饰，到店内的每个角落，都体现
了她对于植物的理解。每天来店里
打卡拍照的游客、市民可真不少，通
过大家在不同网络平台的分享，小小
的店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这里不仅有适合新手养的合果芋、
曼绿绒秋海棠，根据植物的体型大
小价格在几十元到百元之间，还有
琴叶榕、橡皮树、天堂鸟、散尾葵等
社交平台上超火的植物，满足了不
同年龄层次、不同需求的顾客的需
求。“花店的定位就是为顾客提供审
美价值，我们把产品做得精致、美观
的同时又很实用，这就是情绪价值
的一个高度浓缩，因此竞争力也随
之提高了。

美也是一种生产力，人们对美的
不懈追求将不断拓展“鲜花经济”的
广度与深度，也让市场变得更加活
跃，为市民提供更多层次的选择。

□经济视点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
结晶，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呼和浩特有一
家环境优美、书籍种类繁多、体验感超强的书
店，那就是普逻书店。

位于内蒙古大学东门的普逻书店创立
于 2003 年，是一家以经营人文社科类图书
和音像制品为主的老店。这家书店文化内
涵丰厚、气质独特，是很多生活在这座城市
里 的 人 承 载 自 我 精 神 世 界 的 一 个 珍 贵 角
落。书店早期主要销售各类碟片，拥有丰富
多元的海量碟藏，从 2008 年起开始售卖书
籍。

普逻书店的书籍种类齐全，涵盖文学、历
史、宗教、哲学、电影、艺术、生活时尚等十几
个领域，在这里，你不仅可以遇到很多市面上
罕见的偏小众的人文社科类图书。而且在音
像区，不同种类、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 CD、

DVD、黑胶唱片冲击着你的视觉，如果你家里
有好设备，一定要来这里好好逛逛，你可以淘
到摇滚乐、古典乐、老电影、纪录片、动画片
等多种类别的碟片。书店经营者的独特视角
不仅体现在选书上，文具和手账文也十分出
色。儿童阅读区还有大量的绘本可以供小朋
友们翻阅。店内还配有咖啡和茶，以及丰富
的文创产品。

除了注重阅读环境的打造外，普逻书店一
直积极推进全民阅读工作，书店经常举办公益
文化沙龙活动，邀请学者、小说家、诗人、音乐
家来分享演讲，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
交流平台。

杨绛先生说过，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
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冬日
里，走进普逻书店寻一角落，阅读、品茶、赏
花，拥抱冬日里独有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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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
度，国内出游人次42.37亿，同比增长15.3%。《2023年
Z世代在线旅游洞察报告》显示，Z世代已逐渐成为
未来消费领域的主导力量，贡献了40%的消费规模。
可以推测，18岁至30岁的年轻人越来越成为文旅消
费的主力军。

为了契合和满足年轻一代的文旅消费偏好和需
求，各地文旅产业纷纷加强业态、产品和服务创新，
文旅市场焕发蓬勃生机和活力。例如，随着5G、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文旅和沉浸
式文旅体验成为年轻群体追捧的新潮流。

随着年轻一代的民族自信、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不断增强，传统文化体验游成为新时尚。透视年轻群
体的文旅消费行为，不难发现，他们往往倾向于深度
游和自由行，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文旅体验，喜欢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量身定制旅行计划，渴望在旅途中
找到独特的感受和意外的惊喜。《报告》指出，约90%的
Z世代喜欢走街串巷、体验当地人生活的探索型旅
游。而在此形势下，文旅产业和市场在激发年轻人文
旅消费潜力方面，依旧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年轻人的个性化文旅消费需求与当下标准化的
文旅供给之间存在矛盾。例如，有些景区有着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地貌，但现有的旅游线路和活动安排
较为单一，难以更好满足年轻游客日益增长的个性
化和多样化的旅游体验需求。为此，自然风光类的
旅游景区需要推出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和创新服务。
例如，可以推出徒步旅行、露营、攀岩等多种户外探
险活动，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分
析游客行为，提供更加贴合个人兴趣和需求的旅游
产品与服务。

数字化浪潮下的技术快速更新迭代也是一大挑
战。年轻人对于新技术的接受度和使用频率较高，而
文旅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相对滞后，必须加快技术创
新和应用步伐，在产品和服务研发、目的地营销等方
面推动文旅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这方面，淄
博、天水、榕江等地分别凭借烧烤、麻辣烫、村超等事
件成为网红旅游目的地，为文旅产业激活年轻人消费
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这些地方通过线上创新营
销的方式，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化
工具，进行品牌宣传和推广，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同时，线下政
策对文旅数字营销的支持也为当地文旅业的出圈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前，尽管各地有许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产品、服务、项目不断涌现，
但年轻群体的文化体验需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例如，一些博物馆虽然展品
丰富，但缺少互动环节，游客难以产生共鸣，无法真正感受到文化的魅力。为
此，博物馆类的文旅空间可以引入如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创建沉浸式
体验区，让年轻人通过互动游戏等方式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同时，还
可以定期举办主题工作坊、专家讲座和艺术创作活动，鼓励年轻人参与其中，
亲手制作与展览相关的作品，从而加深他们对文化的认知和兴趣。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是文旅产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随着年轻
一代逐渐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他们对旅游体验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美景和
舒适，而是更加注重旅行过程中的环保和社会责任。文旅产业需要在加强环
保教育、推广生态旅游、优化旅游规划和管理等方面作出努力，致力于为游客
提供更加优质、环保的旅游体验。

（据《经济日报》）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新增30个专利预审服务分类号

本报讯（记者 祁晓燕）日前，经国
家知识产权局核定，内蒙古自治区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的专利预审服务分类
号新增30个国际专利分类（IPC）主分
类小类。调整后，该中心可受理生物
和新材料产业领域共155个国际专利
分类（IPC）主分类小类和25个洛迦诺
小类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通过此次分类号调整，内蒙古自
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
务范围将进一步延伸至风电和光电
等新能源材料、现代煤化工、氢能、稀
土、奶业、林草等多个领域，加速内蒙
古生物和新材料领域创新成果落地
生金，为内蒙古重点产业领域创新主

体蓄势赋能。广大创新主体可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官
网（https://www.nmgipup.cn）提交备案
请求，备案成功后即可提交专利预审
案件。

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运行两年来，累计备案企事
业单位达1548家，受理专利预审案件
5944 件，授权 3332 件。今年截至 11
月 26日，受理专利预审案件 4762件，
同比增长 424.4%，授权 2721件，其中
发明专利授权1536件，授权率92.7%，
占同期内蒙古自治区发明专利授权总
量 40.9%，大大提高内蒙古生物和新
材料领域专利授权及时性。

本报讯（记者 耿欣）近年来，呼和
浩特市税务局坚持以纳税人缴费人需
求为导向，全面优化完善“后台前移”
工作模式，持续加强“开放式”税务局
建设，推动税费服务向精细化、便利化
转变，全力营造流程更简、效率更高、
环境更优、体验更好的税收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征管模式，着力提升
服务便利性。呼和浩特市税务局不断
创新税收管理方式，全面取消税收管理
员固定管户制度，实现“固定管户”向

“分类分级专业化管事”的转变，同时在
办税服务厅设立“一站式”税费综合服
务中心，建立了“税费协同扁平化、税费
服务一体化、风险应对实体化、税源管
理网格化”四个团队，设置了流动导税
岗，推行“自助优先、简事快办、窗口支
撑”分流模式，推动实现业务办理精准
分流，压缩业务办理时间。

为提升服务即时性，呼和浩特市
税务局不断优化业务流程，组成税费
协同团队、风险应对团队下沉到办税
服务厅，将流转类业务审核事项全部
前移至办税服务厅一线，强化税费业
务部门内部流转，简化税费业务办理

程序，并结合推行税务事项告知承诺
制和税务事项容缺办理制度以及“容
缺信封免费邮、网申发票免费邮、办理
结果免费邮”服务举措，持续提升税费
业务办理便利度。

呼和浩特市税务局还进一步整合
资源、优化办税布局，着力提升服务规
范性，创新打造由导税区、“一站式”税
费综合服务区、风险评估区、自主办税
区、征纳互动区、税费矛盾争议调解
室、局领导带班岗和纪检监督岗构成
的“5区1室2岗”开放式“税务超市”，
形成“敞开式理念、全业务功能、无障
碍交流、专业化息争、贴身式监督、阳
光式办税”的智慧办税格局。

此外，优化服务模式是呼和浩特
市税务局着力提升服务精准性的重要
举措，依托自主办税区配置智能化自
主办税终端打造智能高效的办税缴费
环境，综合运用办问协同热线、征纳互
动平台和“税企远程可视化交互平
台”，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办税流程同
频指引、线上操作视频辅导、疑难问题
远程帮办等服务，不断强化自主办税
缴费业务全程跟踪、精准辅导。

呼和浩特市税务局
多措并举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