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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艺术展现身百年四合院，米其

林餐厅融入青砖灰瓦，潮流店铺开进胡

同里……古与今相交、新与旧相融，前段

时间开业的北京西城区大吉巷，迅速成为

热门去处。

观察身边生活，越来越多业态和场景

呈现“新旧相融”特点，因“旧中出新”而充

满生机活力。

有的老厂房成为新地标。吉林长春

拖拉机厂，被“复活”为长拖1958文创园；

广东广州卷烟二厂旧址，改造后成为集科

创文创、时尚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型园区。

闲置的资源被充分利用，以新样态融入城

市肌理。

有的老商场实现“逆生长”。北京朝

阳区秀水街大厦，以前是外国游客来京必

到的“购物地标”，现在成了“时尚设计孵

化器+文旅消费综合体”；上海第一百货，

引入二次元主题后，吸引年轻人前来打

卡。传统的业态融入新潮流，以新面貌激

发消费活力。

有的老产业正在“发新芽”。江苏鹰

游纺机有限公司研制出碳纤维多轴缠绕

机，“织出来”的碳纤维产品被运用到高铁

上；山西潞安化工集团“点煤成油”，在高

端制造、新能源等领域开辟出新赛道。传

统的产业向高端化迈进，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与旧交织交融，成为当下经济社会

发展的新现象，也映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方法和智慧。闲置的工业遗存、老旧的商

业设施、典型的传统产业，看似是发展的

“包袱”，换个角度看就是潜在的资源。通

过技术赋能、场景重构和生态重塑，找到

新的“爆破口”，可以盘活这些“富矿”，将

“闲置存量”转化为“发展增量”。

如何盘活？

推陈出新，前提是准确把握发展趋

势，找准“新”的方向。对此，既不能等靠

要，“抱着水缸喊渴”，也不能一哄而上，

“捡到篮子里都是菜”，而是要立足“家

底”，结合新趋势，搞清楚优势是什么、如

何放大优势。

辽宁沈阳和平区有个八经咖啡小巷，

虽拥有百年商埠历史底蕴，以前却缺乏整

体规划，加上路面坑洼、停车无序、卫生堪

忧，略显破败。怎么改造？当地找到了咖

啡这个时尚要素，把老建筑改造为咖啡

馆、主题快闪店等，打造“左手咖啡、右手

历史”的独特场景，同时，一些店面还加入

了中医诊疗、非遗体验、电竞等特色服

务。如今，这条超150家门店的咖啡小巷，

已有 200 万人次的年游客到访量、2 亿元

的年销售额。

“一杯咖啡带火一条街区”启示我们，

树立前瞻眼光，因地制宜、顺势而为，才能

找到发展的突破口。今天，在消费升级的

大势中，多元需求和体验经济正重塑商业

逻辑。当商业供给以交互设计为触点、以

情感共鸣为引擎，便能更好激活消费市场

的深层潜力。

从产业链的视角看，“旧中出新”的过

程，也是产业链持续升级的过程。以中国

潮玩扬帆出海为例，我国并不缺制造潮流

玩具的企业，也不缺把潮流玩具做出花样

的制造能力，但多数企业处于产业链低

端。正是在创新创意上的持续发力，从研

发设计到市场营销强链补链，造就了一些

中国潮玩海外爆火的现象。瞄准产业升

级大方向，聚焦薄弱环节，在创新、创意、

创造上下功夫，中国制造才能加速向中国

创造转变，获得更高附加值。

当然，“旧中出新”并不能轻而易举实

现。在这个过程中，“有形之手”的作用不

可或缺。比如，借助以旧换新政策，绿色、

智能、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有效带动了生产增长。今年5月，新能源

汽车、平板电脑、电动自行车等换新类产

品产量分别增长 31.7%、30.9%和 20.5%。

类似举措，既带动消费提质，也促进产业

升级。继续发挥政策引导和激励作用，将

更好激活存量资源。

辩证看待新与旧，重视已有资源，不

断推陈出新，发展动能将持续增强，经济

活力将持续奔涌。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25

日 第05版）

“旧中出新”激活力
——直击2025经济新现象③

□ 陈凌

既不能等靠要，“抱着水缸喊渴”，

也不能一哄而上，“捡到篮子里都是

菜”，而是要立足“家底”，结合新趋势，

搞清楚优势是什么、如何放大优势

近段时间，高考密集“放榜”。考生查

分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广为传播，付出终

有回报的故事频上热搜，勾起了笔者10多

年前高考查分的回忆。

出分那天，掐着点来到镇上一个网

吧，小心翼翼输入准考证号和相关信息，

反复核实，随着页面加载，心跳骤然加

速。十几秒的大脑空白过后，分数出现、

石头落地。片刻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问题

又随之浮现：好友考得怎样，排名能报什

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比较好……

纵使岁月流逝，很多细节依然历历在

目，凸显了这场人生大考的独特意义。

高考是常为新的。启动高考改革，开

展强基计划，从单向度转向多维度的选拔

设计，“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过去。参

加高考，成为人生旅途上的一段重要经

历、青春记忆中的一个闪光节点。求学过

程中习得的知识、品格、本领，备战高考磨

砺的抗压力、意志力、专注力，都是宝贵的

财富。

高考又有着稳定的内核。“祝大家旗

开得胜，金榜题名！请大家记得女高精

神：百折不挠，顽强拼搏。”今年是张桂梅

连续第十五次送考。世殊时异，考生换

了一届又一届，考试的形式内容不断变

迁，但是高考对个人成长的淬炼意义没

有变，选育人才、支撑国家发展的作用没

有变，推动教育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的意

义没有变。

与亿万学子的追梦圆梦相连相牵，与

国家的发展进步同频共振，高考制度在时

代铺展的卷轴中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以更大的视角观之，高考也是读懂中国、

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

先说两个故事。从云南保山施甸县

的小山村一路走来，桂海潮用汗水与拼

搏，实现了去天上“摘星星”的梦想，成为

我国首位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

家。跨越大山的沟壑，高考正是关键一

跃。出生在河北衡水枣强县一个小村庄

的王心仪，通过高考来到北京大学，从大

学校园走进军营成为一名航母操舵手。

见识更广阔的世界，高考是重要阶梯。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而科

技创新的背后是教育事业、人才培养跑出

加速度。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将推动我国“人口红利”加快向“人

才红利”转化，以科技现代化有力托举中

国式现代化。

再看两组数据。教育部门连续12年

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各方今年为 1.4

万余名残疾考生参加高考提供便利。暖

心周到举措，护航逐梦之路。重点高校招

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专项计划招生人

数由 2012 年的 1 万人增至 2023 年的 13.4

万人，累计录取学生超100万人。不断完

善的政策举措，更好托举教育公平。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透过高

考，可以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

不论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或经济状况，每

个孩子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每个人都

可以通过教育获取知识和技能、提高素质

和本领，成为栋梁之材。不断完善中国特

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将持续增强人民群众对教育

改革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问题既是

惟此为大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既要久久为功，又是当务之急”。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赢得教育才

能赢得未来。这是国家战略所向，也是深

深扎根于人民心中、不可撼动的信念和共

识。在线上线下关注高考的目光中，在全

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创造的氛围里，我们回望国家的教

育发展历程，看到了一个民族正

在走向光明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

（2025 年 07 月 02 日

第05版）

从高考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 邹翔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赢得

教育才能赢得未来。这是国家战

略所向，也是深深扎根于人民心

中、不可撼动的信念和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