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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分局2006年5月16日签发李慧萍身份证丢失，身

份证号码：150102197709203044，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玉泉分局2021年8月9日签发陈刚身份证丢失，身份

证号码：150103197508141074，声明作废。

新华社哈尔滨2月6日电（记者 许
仕豪）随着各项筹备工作就绪，第九届
亚洲冬季运动会 7日晚将在哈尔滨隆
重开幕。届时，亚洲冰雪健儿将齐聚冰
城，展现风采，追逐梦想。

本届亚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后我
国举办的又一重大综合性国际冰雪运
动盛会，也是继 1996年哈尔滨亚冬会
和 2007年长春亚冬会后，我国第三次
举办亚冬会。这同时意味着哈尔滨成
为一座“双亚冬之城”。

本届亚冬会为期 8天，共设置 6个
大项、11个分项和64个小项，冰上赛事
在哈尔滨赛区举行，雪上赛事在亚布力
赛区举行。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
的 12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在参赛
国家和地区及运动员数量方面均创下

赛会历史之最。中国代表团共派出
257人，其中参赛运动员170人，将实现
全项目参赛。

本届亚冬会以“冰雪同梦，亚洲同
心”为口号，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
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
办赛要求。7 日晚的开幕式，将围绕

“哈尔滨、中国、亚洲”的地域递进层次
展开，总时长约80分钟，其中仪式部分
约50分钟，文艺表演、点燃主火炬等环
节约30分钟。

据悉，主分会场相结合是本次开幕
式的一大亮点。主会场设在哈尔滨国
际会展体育中心，分会场设在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宁忠
岩、女子滑雪运动员刘梦婷将担任中国
代表团旗手。

本报讯（记者 苗欣）2 月 6 日下
午，2025 亚足联女子五人制足球亚
洲杯（以下简称女五亚洲杯）决赛抽
签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

亚足联及中国足协官员出席抽
签仪式。

根据东道主中国队、上届冠亚军
伊朗队和日本队以及经过预赛产生的
9 支球队的排名积分，参赛的 12 支球
队分为四档。进入决赛阶段的 12 支
球队分组落位A、B、C组，中国队落位
A组，将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台北
队、澳大利亚队争夺小组出线名额。B
组 4支队伍为伊朗队、越南队、中国香
港队、菲律宾队，C 组球队有泰国队、
日本队、印度尼西亚队、巴林队。

女五亚洲杯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
2025年 5月 6日至 17日在呼和浩特市
进行，最终赛事的前三名将获得 2025
国际足联女子五人制足球世界杯的参
赛资格。

女五亚洲杯是亚足联旗下最高
级别的女子五人制足球国际赛事，
首 届 比 赛 于 2015 年 在 马 来 西 亚 举
办，第二届于 2018 年在泰国举办，
本届是该赛事第三届，同时也是该
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落户呼和浩

特 。 这 是 呼 和 浩 特 承 办 的 规 格 最
高、水准顶尖的洲际体育赛事。女
五亚洲杯之前被称为亚足联女子五
人制足球锦标赛，从 2021 年起，这
项赛事的名称从亚足联女子五人制
足球锦标赛更改为亚足联女子五人
制足球亚洲杯，这一更名不仅改变
了赛事的名称，还在规格和影响力
等方面带来了全新的提升与拓展。
自 2025 年起，该赛事成为国际足联
女子五人制足球世界杯的资格赛。

近年来，呼和浩特体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多名高
水平运动员，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
季运动会即将开幕，呼和浩特的冰
雪健儿韩梅将随亚冬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出征参加速度滑冰比赛，韩梅
目 前 是 中 国 速 度 滑 冰 领 军 人 物 之
一。此外，多项顶级赛事先后落户
呼和浩特，促使更多人了解这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也让这座城市燃
动了新活力。女五亚洲杯的到来，
将 再 一 次 点 燃 这 座 城 市 的 足 球 热
情，呼和浩特将以举办此次赛事为
契机，利用遍布全域的足球场地，形
成完备的赛事体系，推广五人制足
球运动，推进首府体育事业进步。

关注亚冬会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将于7日在哈尔滨开幕

透视2025年春节新气象

2025亚足联女子五人制足球亚洲杯
决赛抽签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

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台北队、澳大利亚队同组

新华社哈尔滨2月6日电（记者 马
思嘉、李嘉）第九届亚冬会将于 7日开
幕，中国短道速滑队6日进行了赛前训
练，主教练张晶和队员们都出现在冰场
上，进行最后的备战。

哈尔滨亚冬会短道速滑项目将于7
日至9日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综合
馆举行，共产生9枚金牌。根据赛程，本
届亚冬会首金可能在8日诞生在短道速
滑混合团体接力赛场。北京冬奥会上，
我国运动员正是在该项目上一举夺魁，
拿下中国代表团首金。

参加本届赛事的12名短道速滑运
动员中，只有范可新、臧一泽参加过亚
冬会。然而，面对韩国、哈萨克斯坦、日
本队等实力强劲的对手，队员们信心满
满。

“这座场馆是我第一次拿全国冠军
的地方。回到东三省，也算是咱自己的
家乡，来到这个场地还是挺温暖的。”24
岁的吉林长春小伙孙龙说。

在去年 2月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
冬季运动会上，孙龙一骑绝尘，斩获男
子1500米、500米、1000米金牌；在随后
举行的 2024年短道速滑世锦赛上，他
又和队友并肩拿下男子5000米接力冠
军。

孙龙坦言，亚冬会毕竟是本土综合
性赛事，压力固然有，但自己不会去想

对手多么强大，也不会忽视较弱的对
手。“我会根据每一轮的对手去分析自
己的打法，能让自己有一个更有利的站
位或排名。”

“毕竟是在亚洲的比赛，每金必
争！”孙龙说。

对于 31岁的老将范可新来说，这
是她的第三届亚冬会，她还参加过三届
冬奥会，如今显得沉稳从容。

“这些大赛，一届一届让我变得更
加成熟，面对任何比赛我都会沉稳地去
完成。”她说，“无论是训练还是在赛场，
我们都是一个集体。无论谁进入半决
赛或决赛，我们所有人的能量都寄予在
那个人身上。”比起曾经一心想赢，她现
在更希望自己是团队里那个稳定军心
的大姐姐——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队
的传承。

“大家现在训练非常积极，每天互
相鼓励，心态也很乐观。心情愉悦，训
练进步也会更快。”范可新说。

主教练张晶的期许，就是队员们
能把平时训练的水平带到赛场上。

短道速滑队是中国冰雪运动的“王
者之师”，永争第一的决心融入在这支
队伍的血脉里。展望2026年冬奥会，孙
龙和范可新的答案都是“金牌”。“去米
兰，我会希望我们整个短道速滑队能并
肩作战、站上最高领奖台。”范可新说。

短道速滑7日开赛 中国队将全力冲金

从“南北交织”的旅游版图，到“线
上线下”的消费热潮，再到“古今对话”
的文化大餐……2025年春节，既是阖
家团圆的温情时刻，更成为中国经济
活力与文化自信的生动注脚。这场传
统与现代交融的盛会，不断刷新“年
味”的定义。

路上走得更舒心

来自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
班的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假期 8天
（1月28日至2月4日），全社会跨区域
人员流动量230684.5万人次，其中，铁
路客运量 9626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
量218293万人次，水路客运量941.3万
人次，民航客运量1824.15万人次。

“以往不敢开新能源车回家过年，
怕充电不方便，如今一路上充电非常
便捷，回家路走得更舒心了。”合肥市
民张女士说。

春节期间，琼州海峡全面落实预
约过海制度，引导车辆错峰避峰出行；
江苏多地临时开放高速公路应急车
道，疏堵保畅提升出行效率；呼和浩
特、包头等火车站增派人员帮扶老弱
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不少人选择新能源汽车自驾出
行，如何让自驾充电更舒心？山西五
台山风景区新添充电桩 13座，配置直
流快充枪26把，还引入了群充系统，提
升充电效率；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提
前在牯牛降、柏溪服务区安排可移动
充电桩，以及巨型“充电宝”400千瓦应
急电源车，以方便车主充电。

“建立重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
繁忙服务区调度保障机制，最大限度
满足群众充电需求。”交通运输部运输
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目前我国已
建设充电设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占比
从2023年底的85%提升到了97%。

春节期间，河南西南部、南部出现
小雨雪，其中信阳西部和南部中到大
雪；河南省交通运输系统除雪作业人员
超12000人，全力做好春运服务保障和
安全生产工作。安徽省交控集团强化
路网运行监测，及时发布各类预警和引
导信息，有效预防和减少拥堵现象。

追着非遗过大年

作为申遗成功后的首个春节，追
着非遗过大年成为今年春节假期一大
旅游热点。

在四川阆中古城，打坱尘、挂年
红、给门神开眼、爆竹赶年等一个个独
具特色的当地春节习俗轮流上演，吸
引各地游客前往体验。

“热闹、充实，第三次来阆中古城
玩，专门来感受春节年味。”来自成都
的游客刘陶轩说，全家人提前一个月
就计划好春节假期自驾到阆中，感受
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

安徽歙县鱼灯、江西婺女洲打铁
花、福建泉州簪花围、广东潮州英歌
舞、陕西延安陕北说书……越来越多
目的地通过非遗活动吸引游客，让人
近距离感受当地春节民俗文化。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阖家出游、体
验有文化底蕴的游玩项目成为主流，含
非遗项目体验和含民俗表演的旅游消
费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40%和36%。

春节假期，冰雪热叠加亚冬会效
应，黑龙江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同比
增长 20.4%，其中，省外游客同比增长
41.9%，入境游客同比增长144.7%。

同时，春节也令海外游客对中国
的兴趣越发浓烈。在广州，充满年味
儿的街景与美食引发大量海外网友点
赞。携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跨境游
整体订单同比增长三成，其中入境游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80%，入境游酒店

订单同比增长超六成。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春

节假期 8天，全国国内出游 5.01亿人
次，同比增长 5.9%；国内出游总花费
6770.02亿元，同比增长7.0%。

以旧换新持续升温

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以
旧换新的消费热度在持续攀升，智能
产品成为消费者的关注热点，手机、洗
衣机、冰箱、电视、空调、平板电脑等商
品热销；以旧换新热度前十城市包括
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等城市。
这些城市的消费者对智能产品的需求
旺盛，推动了以旧换新市场的快速增
长。

春节期间，多地加力推出相关促
消费活动。北京市商务局组织家电卖
场线上线下联动推出“新春以旧换新”
活动，春节假期前 4天，北京市商务局
重点监测电商业态企业销售额同比增
长18.7%。据不完全统计，春节假期首
日，以旧换新活动拉动天津市手机等
数码类商品销售额超过1亿元。

大年初三，位于南京新街口的苏宁
易购超级体验店里，刘女士陪父母前来
挑选洗地机和扫地机器人，想给父母减
轻些“家务压力”。“春节期间，智能手
机、扫地机器人、多功能小家电等新趋
势家电成为新年货。”店长告诉记者。

苏宁易购发布的春节消费大数据
显示：春节期间，本地以旧换新消费需
求进一步扩大，苏宁易购门店迎来销
售“小高峰”，全国门店客流同比提升
80%，以旧换新订单量同比增长92%。

电影与文博共燃文化热

大年初二一早，北京首都电影院
西单店人头攒动，电影宣传展板前人

来人往。
“我已经买了《哪吒之魔童闹海》

的电影票，还要再挑几部影片看看。”
观众周女士和两位朋友相约一起在影
院“过大年”。

今年春节档共有《哪吒之魔童闹
海》《唐探 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
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出没·
重启未来》《蛟龙行动》6部新片上映，
涵盖喜剧、悬疑、动画、战争、武侠、神
话等多种类型。

“春节档影片以大 IP、大场景为依
托，既创造了视听奇观，也具有深刻主
题，情节不落俗套。”上海大学上海电
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说。

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介
绍，大年初一当天，首都电影院西单店
的全天平均上座率达到70%。“根据需
求，我们增加了晚场场次，尽力满足观
众的观影需求。”

国家电影局 5 日发布数据，我国
2025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为95.10亿元，
观影人次为 1.87亿，创造了新的春节
档票房和观影人次纪录。

春节不止电影火，文博馆里过大
年也成了新年俗。

上海自然博物馆生肖特展“神秘
蛇境”引人入胜、多地网红文创冰箱贴
备受追捧、故宫博物院和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等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景
点……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
历史文化类景区和博物馆类景区旅游
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

数字宫灯点亮笑脸，新能源汽车
穿梭乡间……2025年春节诠释着传统
文化的当代生命力，让国人感受到“年
味的变化”；也诠释着经济韧性与消费
活力，向世界递出一张充满生机的新
时代中国名片。

（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记者 高
亢、叶昊鸣、王雨萧）

“平均每桌剩菜三分之一，有的客
人甚至只拍不吃，年年有余成了‘年年
浪费’……”今年春节假期，海南某饭
店后厨垃圾桶里，成条的清蒸鲈鱼、未
动几筷的东坡肘子与半锅佛跳墙混杂
一起，服务员王燕看了直叹气。

近年来，“舌尖上的浪费”治理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显现成效，但节假日
期间，随着聚会宴请增多，餐饮浪费现
象仍有发生，吃不完、不打包的情况值
得关注。

“节日狂欢”撞上“舌尖浪费”
提及餐饮浪费，江苏无锡一家高

档酒店的经理徐东明深有感触。去年
国庆假期一场婚宴上，他就目睹了这
样的场景：30桌宴席中，近半数菜品剩
余超50%，一些龙虾、鲍鱼等海鲜几乎
未动就被倒入泔水桶。“一桌菜均价
6000元，浪费食材成本将近 2000元。”
徐东明说。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走访连锁餐
厅、景区周边饭店等，也发现了一些食
物浪费现象。

“8人年夜饭点了 16道菜，吃一半
发现点太多了。”苏州市民陈女士说，
家人认为“菜满桌才显诚意”。徐东明
表示，浪费往往与“面子文化”有关，比
如不少婚宴主家怕被说“寒酸”，硬要
扩桌数；有的年夜饭必须菜摆满桌，还
要摆盘气派，剩了才显“有余”。

“请客吃饭，菜多显有面”“招待客
户得有排场”“过节开心多点点无所
谓”……不少消费者点菜追求“多多益
善”。在商务宴请、婚宴等场合，尤其
是高端餐厅，吃不完打包显得寒酸，

“仪式性浪费”更为突出。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上档次的餐

厅在节假日推出类似“吉祥宴”“富贵
席”等套餐，价格高昂且菜品数量象征

“十全十美”“月月红”“要发”等，有服
务员还会“贴心”提醒“少了道菜不吉
利”，导致顾客过度消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3年在全国
部署开展为期 3个月的制止餐饮浪费
专项行动，组织开展“随机查餐厅”等
行动，发现存在餐饮浪费行为的餐厅
7.81万家、整改问题9.2万个。

部分外卖平台上，餐厅节假日推
出满减促销活动，导致消费者为凑单
多点菜品，最终丢弃率增加。“为了优
惠拼单凑单，很多时候多买一份米饭
或小吃，吃不下就浪费了。”有常点外
卖的消费者说。

此外，有饭店推出预制菜礼盒，被
网友吐槽“几块腊肉用3层礼盒包装浪
费”，一些预制菜还因“保质期短”“口
感质量差”等被一扔了之。

“剩宴”背后原因几何
在业内人士看来，节日餐饮浪费

现象，既有特殊的文化心理因素，也有
监测评估体系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处
置不易到位、商家自我管理动力不足
等原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季中扬指
出，在物资匮乏年代，“有余”往往象征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包含对富足生活
的祈愿，而现今在一些场合，却被异化
为“撑门面”和“攀比炫富”。

季中扬说，在节日场景中，人类对
多样化食物的本能追求也被放大，消
费者将节日消费划入“情感支出”账
户，降低了对浪费行为的道德敏感度，
这种心理账户隔离效应削弱了行为约
束力。

上海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秘书
长彭少杰认为，餐饮浪费缺乏系统全
面的统计调查制度，难以准确掌握浪
费的比例、规模和分布情况，不利于反

浪费措施的推进落实。婚宴场所、商
务接待及农村聚餐、网络订餐等也缺
少制度化清单式管理规范。

西南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缺少食品浪费行为的具
体标准，在实际监管执法过程中无法
进行量化对比，存在取证固证难的问
题，对查出的食品浪费行为只能批评
教育，无法进行行政处罚。也有市场
监管人员坦言：“遇到婚宴浪费，总不
能喜庆日子跑去开罚单吧？”

记者梳理发现，反食品浪费执法查
办案件类型较为单一，多数集中在“未
张贴反浪费标识”“未向消费者进行提
示”等少数几种案由。在一些食品浪费
高发场所，监管部门针对实质性浪费行
为的执法办案力度仍有待加强。

此外，浪费治理协同仍显不足。
彭少杰说，反食品浪费涉及食品安全
办、市场监管、发改、商务等多个部门，
但地方上部门间信息共享、资源整合
和协同配合需进一步加强，工作中的
职责分工也应进一步明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武拉平认为，部分餐饮企业尚未建立
严格的食品采购、贮存、加工管理制
度，没有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服务人
员培训内容进行开展，在原料采购、加
工制作、供餐服务全过程中欠缺厉行
节约意识。

王燕说，对大多数餐饮店而言，主
动提醒消费者适量点菜的动力不足，
更倾向于推荐高价套餐。同时，不少
餐厅处理剩菜方式较为简单，缺乏有
效回收再利用机制。

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近年来，我国通过立法、监管、宣
传等，使得“舌尖上的浪费”明显改观，

不少地方通过多种形式对制止浪费进
行了有益探索。

比如，广州某饭馆推出“迷你版”
月饼，因份量小受到大量年轻消费者
追捧；线上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小份
菜”“小份套餐”“单人餐”等搜索量大
幅增长；还有地方推出餐饮“红黑榜”，
将反浪费纳入餐厅评级体系，上榜企
业可获税收优惠等。

业内人士表示，餐饮浪费问题时
常反复，反浪费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从
制度完善、技术赋能、宣传引导等多方
面发力，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行动方案》明确，建立粮食损失和食
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标
体系。这意味着反食物浪费将有“账”
可循，为精准施策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彭少杰建议，强化违法惩治，对不
遵守反食品浪费有关规定的餐饮服务
经营者按规定提醒约谈、督促整改，依
法纠正查处违法行为，公开曝光浪费
食品等典型案例。

武拉平等专家提出，通过智慧餐
饮系统优化供需匹配，如通过智能点
餐系统实现用户输入人数、口味后自
动生成适配菜单；物联网设备实时监
控后厨食材消耗，提醒动态调整采购
计划；完善餐厨垃圾收运监管系统，对
餐饮店每日餐厨垃圾产生量、变化趋
势、异常情况等进行监测。

在季中扬看来，将节约意识转化
为日常习惯，要从道德训诫转向知识
赋能，从节日突击转向场景嵌入，从鼓
励节约一份菜的小事中凝聚全民参与
热情，培养“餐餐不剩”时尚新风。

（新华社北京 2 月 6 日电 记者 何
磊静）

如何避免节日盛宴变“剩宴”？

2月6日，商品车在重庆鱼嘴站等
待装车（无人机照片）。

当日，一列装载 281 辆“重庆造”
汽车的JSQ型车（汽车整车运输专用
车辆）从重庆鱼嘴站驶出。重庆铁路
物流中心数据显示，8天春节假期，重
庆铁路累计发出“渝车”5743台，其中
出口整车1807台。据介绍，春节期间
每天都有运载着“重庆造”整车的班列
从鱼嘴站出发，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
和中欧班列前往东南亚和欧洲市场。

重庆海关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2024年重庆市出口整车47.7万辆，同
比增长29.6%。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渝车”出海
迎来蛇年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