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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回归，信心满满盼等“五一”
“稳增长20条”助力，长沙消费市场客流狂飙，商家们期待满血复活

“我国正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退休潮’，积
极应对老龄化紧迫性进一步增强。”3月11日，全
国人大代表， 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组
书记、总经理籍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把握
新时期老龄化规律和养老需求， 抓住重要窗口
机遇期，强化政策落实，加大投入，扩大养老服
务供给，提升效能，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籍涛介绍，我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未来十余年，每年退休人数超过2000万，超过新
增劳动力供给。

为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籍涛建议，着
眼于“新老人”新需求，发展银发经济，在健康管
理、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医养结合等方面创造
更多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推动公共设
施、居住小区适老化改造，切实增加以居家为基
础的多样化养老服务有效供给。 拓宽“老有所
为”渠道，将老有所为纳入各级老龄事业规划，
加大对低龄老年人就业创业的法律和政策支
持，鼓励低龄老年人参与公益活动，从事互助式
养老志愿服务等。优化养老产业要素配置，完善
养老人才培养体系， 大力开展医养结合领域培
训，加大养老服务的财政投入，全面放开养老服
务市场等。创新制度供给，完善个人养老金投资
相关基金的配套制度， 大力发展具备养老功能
的专业养老金融产品， 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发展
医养保险等。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帙恒

“全社会应该高度重视、有效解决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岳阳市岳阳楼区桥西小学工会主席、岳阳市
侨联副主席柳玲玲呼吁。

作为教育工作者，柳玲玲长期关注青少年心
理健康。她以岳阳市的青少年为样本进行了深入
调查，发现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在“预防教育、疏
导干预、治疗处置”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

“中小学心理课程未足额开设、部分学生和
家长发现问题不知该找谁、 专业医疗资源短缺
等， 都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和不断升
级埋下了隐患。”柳玲玲呼吁，要加强宣传教育，
加强学生和家长的心理健康引导， 在学校引入
心理咨询、抑郁预防等课程，定期开展青少年心
理健康问题筛查， 提升教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的识别和处置能力。要优化配置医疗资源，完
善心理咨询、治疗等设施和人员配备。要加大对
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等人才的培养力度，探
索建立24小时青少年公益心理援助热线等，护
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晗

全国人大代表籍涛建议
加大对低龄老年人
就业创业的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柳玲玲建议
在学校引入
抑郁预防等课程

2月6日，湖南正式出台“稳增长20条”，围绕促进
消费恢复升级、保持投资稳定增长、推动外贸扩容提
质、培育壮大产业动能、全力帮扶实体经济等5个方
面，推出20条提振经济、活跃市场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20条’发布后，门店生意明显回升，消
费者的消费意愿显著提高。我们对‘五一’小长假也
充满期待。”徐记海鲜相关负责人说。

长沙某烧烤品牌创始人也向全国游客发出邀
约，“我们将开发更多融合长沙特色的菜品， 在店内

打造打卡拍照点。欢迎游客们‘五一’小长假来长沙！一
定不会失望！”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到，落实“稳增长20条”，湖南
今年还将聚焦步行街、智慧商圈、夜间消费聚集示范区
等平台建设，不断创新、丰富和拓展消费场景。省商务
厅将举办促销活动、发放消费券，营造浓厚消费氛围，
提振消费信心、减轻消费成本，推动新消费、新零售、网
红经济、 夜经济等湖南优势消费领域和业态快速恢复
回暖。

政策 提信心、减成本，推动消费快速恢复回暖

3月11日，
长沙市黄兴南
路 商 业 步 行
街，人潮涌动。
当天是周末，
阴雨天气难阻
游客的热情，
长沙市各大商
圈游人如织，
呈现出浓浓的
烟火气息。

雷鑫 摄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多渠
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大众消费，推动生
活服务消费恢复。

———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春节过去一月有余，
步行街的人还是多到数不
清， 吃饭排队不仅拼手速，
还得拼耐心。 特别是今天，
长沙街头到处充满了浪漫
的‘烟火气’。”3月8日，“三
八”国际妇女节，长沙市民

王女士走在黄兴南路步行街， 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
不禁感慨。

春节过后，湖南省发布《关于打好经济增长主动
仗实现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下称“稳增
长20条”）宛如一场消费复苏及时雨，为湖南省经济
加速回暖再添动力。

网友：人从众的长沙，吃饭得靠“抢”

“地铁上挤到无从下脚！”3月9日， 在长沙市五
一商圈工作的张女士感慨，“过完年后的长沙到处都
是人，就连工作日地铁站都堵得水泄不通。”

315.1万、324.6万、325.5万，在过去的三个周末，

长沙地铁客流量连续屡创新高。长沙地铁2号线全面提
速，高峰期行车间隔全面进入“3分钟”时代。

长沙地铁客流量爆棚，餐饮、购物、娱乐等线下消
费随人气同步升温。 橘子洲、 岳麓山旅游景区摩肩接
踵；长沙文和友、笨萝卜浏阳菜馆等餐馆叫号声此起彼
伏；长沙IFS、黄兴南路步行街流光溢彩，人潮涌动。

“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我熟悉的大长沙，终于回
到了原本的样貌。”对于某火锅品牌湖南总代理李先生
而言，过去三年，他经营的5家火锅店，一直陷在开门、
闭店、盘店、清仓的循环里，“春节前客流量一般，想着
生意不会有很大起色，放员工全部回家过年了。”

李先生表示，直到1月22日（农历大年初一），原
本空荡荡的街道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有人调侃
“在长沙吃饭靠抢”，还有人说“长沙老板佛系得过年
都不开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长沙的人气、烟火
气快速回归了，但那个时候花5倍工资都招不到一个
临时工。”

商家：人流超疫前，晚餐要翻三次台

疫情三年，李先生不仅顶着巨大现金流压力，还得
支付房租及员工工资，在店面人员严重流失期间，还要
维护各个店面的正常运营，“前三年大家都很难， 但好
在都坚持下来了。”李先生庆幸自己的坚持，也惊叹于
长沙的人流、客流，“比2019年人还要多，晚餐最多要翻
三次台。”

长沙徐记海鲜相关负责人也表示：“相比2022年，
周末、 情人节的预订情况提升超40%， 已基本恢复到
2019年的水平。”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丁欣 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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