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黄成锟 美编:郭秀春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视点

本报社址：福州市鼓楼区小柳路85号 邮政编码：350025 总编室：83762585 编发中心传真：83762629 采集中心：83751111 83762593（传真） 专副刊中心：83762332 广告热线：83721111 83721974 （传真）

订报热线：968800 发行：福州报业发行有限公司，福州市五城区自办发行、其余区域邮发，邮发代号33-7 年定价496元、零售每份2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2005017 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87275327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1号本公司承印各类印刷及配套业务。总机服务：83350701 83336672 所刊作品，未经本报（网、刊）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法律顾问：福建谨而信律师事务所

消暑家电、冷饮、防晒衣等“清凉
商品”持续走俏；逛夜市、吃夜宵、乘
船夜游等夜间经济逐步活跃；抑菌防
臭、防暑降温等科技感十足产品加快
研发生产……随着三伏天的到来，福
州夏日气息更加浓郁，不断攀升的气
温也催热了“夏日经济”，推动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品加速涌现，让夏日
的榕城更加活力四射。

消暑降温产品走俏
经济学中有个术语，称为“一度

效应”，即气温只要有 1℃的变化，商
品的销量就会随之发生很大改变，这
也是夏日经济形成的主要原因。

“这款空调不仅能防冷风直吹，
还有手机智能控制等功能。”在苏万
宝商圈的一家电器卖场，工作人员忙
着向顾客介绍产品。

记者注意到，风扇、空调、冰箱等
家电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市民正在
选购。据工作人员介绍，进入7月后，
空调、空气循环扇等防暑降温产品在
线上线下均进入销售高峰期。

手持遮阳伞、头戴防晒面罩、身
穿防晒衣……这个夏天，在户外“全
副武装”防晒几乎成为标配，由此带
来了防晒衣、防晒口罩、冰袖、遮阳伞
等商品持续热销。“最近特地选了一
款版型比较好、科技凉感面料制作的
防晒面罩，毕竟防晒工作很重要。”市
民郑女士说。

滚滚热浪袭来，也为冷饮市场添
了一把火。在广达路的一家雪糕批
发店，冰柜里摆放着几十种雪糕、冰

淇淋。“天气热就想吃口凉的，在家里
囤一些随时可以解暑。”一位正在往
袋子里装各种雪糕的顾客说。

“天气越来越热，下个‘外卖单’
等着消暑品送上门。”家住仓山区的
于先生告诉记者，雪糕、西瓜、冷饮已
经成了他的解暑“三件套”，“最快 30
分钟送达”的外卖平台满足了他的即
时解暑需求。

从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销售升
温，到防晒衣、防晒帽等防晒产品走
俏，再到雪糕、冷饮等消暑食品热卖，
折射出人们对清凉消费多元化需求
持续释放。

多彩“夜”态秀出新活力
炎炎夏日，清凉舒适的夜间活动

受到追捧。为了顺应人们对沉浸式、
创新性体验的新需求，丰富多彩的夜
间主题活动不断“上新”。

12日晚，在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一场“宋词里的福建”主题沉浸式戏
剧演出正在上演。游客实地感受非遗
闽剧魅力，乐享坊巷暑期新“夜”态。

“夏日的夜晚在古厝里看闽剧，感觉太
奇妙了！”游客黄女士发出感叹。

精彩纷呈的表演、欢快涌动的人
潮、徐徐吹来的江风……夏日的夜

晚，“闽江之心”文化盛宴同样精彩纷
呈，特色节目让人目不暇接，市民游
客在江边纳凉消暑的同时也一饱眼
福。这里，有穿着时尚的年轻“潮
人”，有嬉戏玩闹的孩童，也有白发苍
苍的老人，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在

“闽江之心”找到不同的乐趣。
在不远处的台江旅游码头，闽江

夜游成为市民游客热门打卡点。乘
坐游轮沿着闽江一路前行，途经闽江
大桥、鼓山大桥、花海公园等处，领略
闽江两岸风情，感受福州的夜色魅
力。市民曾女士说，“坐着游船，吹着
江风，欣赏夜色，惬意又美好。”

夏日，不少人开启“昼伏夜出”模
式。夜幕降临，位于宁化地铁站附近
的义洲福见夜市迎来了摩肩接踵的
人潮。烧烤、凉皮、海蛎煎……各种
特色美食让人垂涎欲滴，仿佛来到一
个“小吃王国”。

据介绍，以福文化为主题的福见
夜市，分为福味、福创、福灯三大区
域，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夜生活。市民
陈先生说，“还没出地铁就闻到各种
诱人味道，夏天就是要和朋友逛夜
市、吃夜宵。”

“福州制造”忙生产
面对“夏日经济”新消费业态不

断涌现，企业也积极拥抱市场变化，
抓住酷暑天气对清凉产品的需求，积
极布局“清凉经济”，内容涵盖衣食住
行等各个方面。

走进福建长源纺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们聚精会神地巡回检查
与操作，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
纱、络筒、包装等生产工序纺纱设备
有序运转。近期，长源纺织推出抑菌
防臭纱线、聚乳酸纱线、石墨烯系列
纱线、抗阻燃涤纶纱线以及抗阻燃莱
赛尔纱线等多款新品纱线，投放市场
后反响热烈，订单纷至沓来。

“我们公司此次研发的新品纱线，
均采用了绿色、环保的生产工艺和材
料，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健康、安
全、舒适的纺织产品。”长源纺织总工
程师施宋伟介绍，抑菌防臭纱线采用
了独特的抗菌技术，能够有效抑制细
菌滋生，保持织物的清新和卫生；聚乳

酸纱线则是一种可生物降解的环保材
料，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和生物相容
性，为纺织品带来了全新的应用前景。

伴随着一路升高的气温，各种冷
冻食品也成为市民舌尖上的新宠。
不久前，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
台 2024冷冻食品创新发展大会在福
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现场举行
了多场采购意向签约仪式，福建雪人
股份分别与冠达星冷链食品产业园、
御冠食品、永赢金融上台签约。据
悉，雪人股份是一家以热能动力技术
为核心、精密制造工艺为基础的冷热
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致
力于在冷链物流、工业制冷、清洁能
源、氢能动力领域，为全球提供产品、
技术以及服务。

随着暑假的到来，毕业游、研学
游、亲子游等出游热度上涨。在线旅
游平台预订显示，“毕业旅行”搜索量
迅速上升，“00后”群体在6月~8月的
旅行预订量大幅度增长。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今
年暑运期间福州航空加密福州往返
昆明航线，重开、新开福州往返长沙、
福州往返成都天府、福州往返西宁、
福州往返大连、海口—福州—青岛、
厦门—郑州—哈密、厦门—张家界—
哈尔滨等 7条航线；计划执飞 33条国
内航线，通航 36个国内城市，预计运
输旅客超71万人次。

放眼榕城，“夏日商机”让人气聚
起来、商家火起来、生产旺起来，热辣
滚烫的“夏日经济”为福州经济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热！热！热！7 月 15 日，“加长
版”三伏开启，福州正式入伏。14日
14时19分，乌山气象观测站气温达到
40℃。

热浪之下，“清凉游”爆火。最
近，闽侯县的大湖乡、廷坪乡等山区
乡镇的避暑游客接踵而至，山间民宿
一房难求。避暑经济为偏远山村带
来好“钱”景的同时，持续激发着乡村
夏日经济新活力。

“清凉游”火热 山区游客爆满
骄阳似火，7月的闽侯大湖乡青

山苍翠、绿水环绕，宛如一幅天然画
卷。从福州出发，驱车约 1小时即可
来到海拔近900米的大湖乡兰田村。

早上 8点半，记者从福州市区出
发时已经感到酷热难耐，近10时来到
位于兰田村的悠然田民宿时，还能感
到凉风习习，体感明显比在市区凉快。

“这里的温度比市区低约 6℃”，
兰田村党委书记陈依全告诉记者，有
了这清凉的 6℃，炎炎夏日里吸引了
源源不断的客人来此避暑。

“不好意思，这周的房间都订满
了，要排到下周了。”这几天，悠然田
民宿主理人陈仁来总是时不时重复
着这样的话。随着暑期到来，许多城
里人纷纷来到大湖乡避暑，民宿供不
应求。“20多个房间都已满员，都预订
到8月份了！”陈仁来对记者说。

记者还走访了首邑兰田民宿、大
池村的清隐小院和廷坪乡塘里村的

溪溪塘里民宿，这些山间民宿同样预
订火爆。

“从现在到8月的周末，房间已经
全部被订满，大部分是家长带着放假
的孩子前来避暑。”首邑兰田民宿负
责人肖雄飞说，民宿的客群不仅来自
省内，还有广东、浙江、江西等省份的
游客。

“清凉游”让地处偏远的廷坪乡
塘里村人气也旺了起来，“7月以来明
显感觉到客流量增长，周末入住率能
达 70%，最近还一直呈增长趋势。”塘
里村溪溪塘里民宿主理人李梅平说，
山区的清凉让山村的匆匆“过客”变
成了“留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经济
效益。

差异化经营 满足游客需求
依托历史悠久的雪峰寺，闽侯县

大手笔打造雪峰山城旅游度假区。
目前，该文旅项目的虹吸效应初显，
闽侯县大湖乡、廷坪乡山区乡镇的民
宿多了起来。仅仅在大湖乡，就有22
家民宿。民宿“扎堆”会形成彼此间
的竞争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受访的
民宿主理人都表示，民宿越多越容易
形成集群效应，主理人之间会经常交
流，也为彼此的民宿引流。

在大湖乡，记者观察到不同的民
宿定位、经营策略、营销方式都有所
不同，形成了差异化经营，以满足不
同游客的需求。

悠然田民宿主打“价格亲民”，即

便在暑期旺季，每个房间定价始终保
持在一天200元。“自己家的房子改造
成民宿，没有租金压力，因此想始终保
持平价，走亲民路线，打造一个好口
碑，细水长流，薄利多销。”陈仁来说。

在悠然田民宿不远处的首邑兰
田民宿，则更像是一个坐落在青山绿
水间的标准化酒店。“这是民宿和酒
店的结合体，走的是高端路线。”肖雄
飞告诉记者，兰田民宿采用标准化服

务，布草都是送到闽侯甘蔗街道洗
涤，民宿内还设有自助售卖机及餐
厅、会议室等等。

来到大湖乡大池村，穿过崎岖的
山路，就到了静谧的清隐小院。这个深
山中的小院花团锦簇，仿若世外桃源。
民宿只有3个房间，虽然一天的房价要
500元~600元，依然吸引了源源不断的
客人前来体验。“我们的定位就是做精
品民宿，从‘五一’开业到现在基本上都

是满房状态。”民宿主理人洪香清说。

避暑经济 还需几度“清凉”
“我们每年七八月都会到大湖乡

的民宿避暑，车程一个半小时，挺合
适的。这两天准备订房，才发现 7月
底前的周末都没有空房了！”家住福
州市区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暑
假里带娃进山，一来山里凉快，二来
民宿旁就是茶园、溪流和农场，可以

让孩子体验大自然。
不断增多的游客为乡村带来了

活力，也带动了山货的销售，促进了
村民增收。但是，避暑经济火热的同
时也需要几度“清凉”。

“山区很凉快，最近大湖乡良好
生态环境下的产物——萤火虫也吸
引了许多游客，但是由于客流量增
多，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
压力。”洪香清有些无奈地告诉记
者，有许多游客到山上参观后会随
地留下垃圾，擅自带走萤火虫，这对
大湖乡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大。“光污
染和我们观萤时使用的手电筒灯光
等持续性的灯光照射都会影响萤火
虫的生活。希望大家尽可能减少光
的强度，不照射草丛与萤火虫。”洪
香清呼吁，萤火虫是重要的环境指
示生物，同时也能维持生态平衡。

“观萤时用我们的双眼和相机记录
下它们的美丽即可，不要捕捉野生
萤火虫！”

在肖雄飞看来，闽侯乡村民宿之
间需要形成合作，梳理不同定位，把
需求不一样的客人导入到不同的民
宿，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游客、留住
热度。虽然暑热带火避暑游，但同时
也需要思考，除了夏日之外的季节，
山区乡村靠什么吸引游客。

陈仁来最期盼的，就是兰田村的
配套山货特产商业街尽快建起来，同
时加强民宿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这
样游客来了之后体验感才更丰富。

闽侯山区乡村游火爆——

游客觅凉凉凉 乐不思暑暑暑
本报记者 谭湘竹 实习生 张嘉柠

人气聚起来 商家火起来 生产旺起来
——福州做热夏日经济

本报记者 颜澜萍

市民游市民游
客在夜市购客在夜市购
买美食买美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颜澜萍摄颜澜萍摄

游客在民宿旁的菜地里体验农耕乐趣游客在民宿旁的菜地里体验农耕乐趣。。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郑帅摄郑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