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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燃

由具身智能看健康消费
——消费新亮点 发展新赛道①

“具身智能”+“健康”，能带来什么样

的应用场景？

不妨试想：融合AI算法的动态血糖

仪可预测未来几小时的血糖曲线，结合用

户饮食习惯生成个性化膳食方案；智能床

垫通过压力感知系统预判人体呼吸暂停

风险，在鼾声响起前辅助调整睡姿、联动

开启新风系统；人形机器人陪伴独居老人

忆往昔、聊生活，进行健康检测……

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将走

入普通家庭。

着眼培育壮大健康消费等新型消

费，《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作出专门部署。《提振消费专

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开展健康消费

专项行动。”政策利好加持下，健康消费

备受关注。怎样抢抓数智机遇，让健康

消费加速释放潜力活力，为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添动能？既要目光四射统筹兼

顾，也要不失时机精准施策。

双轮驱动，以好政策护航新科技。

加速布局，积极培育以具身智能为

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能为大健康产业发

展厚植沃土、开辟蓝海。

北京，从推出具身智能三年行动计

划、谋划培育千亿级产业集群，到发布一

脑多能、一脑多机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

“慧思开物”，再到举办中国具身智能大

会，抢占科创新高地，绘制产业“施工

图”，动作频频、风生水起。春耕夏耘秋

收，抢先机、育新机，以更给力也更耐心

的政策，力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如种下希望的种子，孕育更多可能

性，为健康领域赋能添力。

双向奔赴，让供给和需求同频共振。

关注健康，投资健康，享受健康。“国

家喊你来管理体重”反响热烈，表明人们

的健康意识与时俱进，管理健康的意愿

在增强。据麦肯锡发布的相关调研显

示，在受访者中，62%的中国消费者将健

康视为日常生活的首要关注点，比例显

著高于美国的41%、英国的29%。

同时，公众的健康消费需求越来越

分众化、精细化，日渐从“购买产品”转向

“购买生活质量”，对高品质健康产品和

服务的期待水涨船高。比如，一些行动

不便人士很渴望髋部助行外骨骼设备早

日量产。既努力开发新产品引领消费风

尚，更着眼消费者需求填补市场空白，才

能形成良性循环，共同做大行业。

双重升维，全方位创新场景和体验。

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打破成见、转变

思路。比如，不少商家认为，年轻消费者

对新技术接纳快，较注重消费体验、情绪

价值。事实上，许多老年消费者也研究

配料表、算卡路里，作购买决策时，同样

看重新鲜感、悦己体验。北京市统计局

的一项调研显示，超八成被访老人愿意

使用智能产品，使用意愿最高的就是健

康管理类。这就要求商家精准研判，瞄

准细分群体，从场景和体验两个维度出

发，重塑消费微环境。

思路也决定出路。山东诸城市林家

村镇有个“竹山生态谷”，标价千元的康

养木屋很抢手，森林瑜伽课程让城里人

甘心掏腰包，取自地下3000米的富锶矿

泉水不愁卖。运营密码何在？关键就在

于更新理念，变“卖风景”为“卖健康”，借

康养农业搭上健康消费的快车。

“中国已经从‘吃得饱’迈向‘吃得

好、吃得健康’，这不仅折射出经济的飞

跃，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

求。”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会

上，法国达能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盛睿

安的一番话，反映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健

康消费市场。

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

善用数智技术赋能，加速推动产业起势，

创造美好体验，施以更大力度和更精准的

措施，健康消费前景无限，未来可期。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4 月 07

日 第05版）

说到党群服务中心，会想到什么？

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青年，可能

会想到“夜校”。前不久，青年夜校艺术

课堂在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式开课，手机

摄影剪辑、国画等9门课程，为85名青年

学员提供了业余“充电”的去处。

广东深圳沙河街道高发社区的居

民，可能会想到“带娃好去处”。由党群

服务中心扩建的颐幼中心，开设互动课

程，老人和孩子可以一起参加。

上海奉贤金海街道的居民，可能会

想到“非遗”。人们能在党群服务中心研

修传统戏剧——沪剧。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党群服务中心

持续“上新”，引来群众纷纷点赞，许多人

还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些“新晋宝

藏地”。

党群服务中心

的走红，打破了许多人心中的刻板印象，

也为如何做好服务工作带来启示。

走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

群服务中心“做的”就是群众“盼的”。而

这里的关键，在于换位思考，从群众需求

中找工作发力点。

群众有所需，服务理应有所应。现

实中，在个别地方，存在“干部干，群众

看，干的看的都抱怨”的现象。事没少

干，为啥收获不了群众的认可？就在于

没有把握群众需求。

比如，有的地方引入智慧管理系统，

让群众通过App反映问题，但当地村庄留

守老人多，不少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没办

法用App。初衷虽好，但机制设计不接地

气，与群众需求不匹配，如何能受欢迎？

善于换位思考，真正站在广大群众

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谋划方案，才能把好

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如何实现换位思考？

就是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听一听

百姓需要什么、盼望什么、急难事是什

么、窝心事有哪些。在北京密云上河湾

社区，有个“社区书记工作室”，社区书记

和工作人员定期开展“摆桌子听意见”居

民接待日活动。塑胶跑道破损需要翻

新，公园里的路灯太少，红蚂蚁需要治理

……随着问题一个个得到解决，居民的

幸福指数也持续提升。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为民办实

事，就得知民情、察民意。身子沉下去，

耳朵听进去，才能把问题捞上来、症结找

出来。需求找准了，线头理顺了，思路就

更清晰，这样制定的政策举措才贴心又

暖心。

从“办成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工作机制的持续创新完善，有利于提高

治理效能。

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民主村

社区探索多方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机

制——四方议事会。围墙变栏杆、“蜘蛛

网”下地、院坝添了新桌椅……一场场四

方议事会聊下来，一项项更新改造落了

地，让居民感慨“巴适得很”。

安徽铜陵，公安局各警种之前业务

不互通，群众要办事，得去不同

窗 口 排 队 办 理 ，耗 时 费

力。该局创新机制，整合窗口，培养“全

科警长”，群众在一窗可办多件事，赢得

好评。

基层探索的多点开花，给了人们“办

法总比困难多”的信心，也告诉我们，各

地情况千差万别，推动从解决“点”上的

具体问题，向解决“面”上的共性问题延

伸，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既下好

“绣花”功夫，又总结经验、优化举措、创

新机制，服务就将更有精度、更有力度、

更有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社区服

务，提升服务功能。”社会的发展，最终落

脚点是人。善于换位思考，更加重

视“群众怎么想”，瞄准关切，勇

于创新，我们的治理必将更

有成效，也将更有力地

托举每个人的幸福。

来源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20252025年年0404月月0707日日

第第0505版版））

从党群服务中心“上新”说起
孟繁哲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稳定器”，一头连着宏观经济大盘，一头连着群众美好生活。前不久，中办、国办印

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从8方面提出30条政策举措，其中包括“支持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怎样因地制宜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激发产业活力？如何补短板、锻长板，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本版今起刊发系列评论，观察

消费新亮点，探寻增长新空间。 ——编者

身子沉下去，耳朵听进去，

才能把问题捞上来、症结找出

来。需求找准了，线头理顺了，

思路就更清晰，这样制定的政策

举措才贴心又暖心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推动从

解决“点”上的具体问题，向解决

“面”上的共性问题延伸，需要因

地制宜、探索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