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奥运会各项比赛激战正酣，成为这个暑
假最火的“流量密码”。“奥运经济”不断升温，巴
黎奥运吉祥物“弗里热”凭借灵动可爱的形象“圈
粉”无数，其周边商品在线下线上也卖得十分火
爆。此外，奥运也为户外运动、服饰、餐饮等多个
行业迎来了经营热潮，奥运元素成趋势，多行业
多品类成为消费者关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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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财经 观

我市印发三年行动方案

加快培育低空经济产业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代表，低空经济是产业发展的新赛道、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是全球竞逐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方向。加快培育低空经济我市再出大招。
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悉，《郑州市加快培育
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
2026）》正式印发。《方案》明确了未来三年我
市低空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
施等内容。

《方案》确立了我市低空经济未来三年
“1+4”的发展目标。即“申建国家低空经济
发展示范区”1个总目标，聚焦“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低空场景丰富
多元、基础设施基本完善”4 个分目标。力
争到 2026 年，低空经济产业规模不断壮

大。我市引进培育无人机整机企业 5 家以
上，产业链核心企业 20家以上，强力招引一
批优质低空飞行器运营企业，低空经济相
关企业数量突破 200家，低空经济产业规模
超过 200亿元。

其中创新能力方面，新增一批国家省市
级创新平台，推进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
设、军民融合发展，形成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创
新高地；低空场景方面，打造一批农林植保、
环境保护、巡查巡检、公安警务、物流配送、应
急救援、医疗救护、观光旅游等重点示范应用
场景，拓展一批航空租赁、维修、培训等典型
领域案例，以典型示范引领产业创新发展；基
础设施方面，初步构建低空地面基础设施网
络，建成通用机场 3个，布局起降场、起降点

50个以上，建设低空飞行数控调度监管服务
平台，实现与国家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
管理平台的数据联通。

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方案》从 4大方
面提出 14项重点任务。四大方面包括完善
低空飞行保障体系、培育低空产业生态体
系、构筑科技创新引领体系、打造低空标杆
应用场景。

其中培育低空产业生态体系方面，《方
案》明确将实施重点项目招商，享受其他制造
业招商引资政策；培育壮大本土企业，培育一
批“专精特新”企业，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链不
断完善；打造低空经济特色园区。结合地方
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的低空经济业态；完善
地面起降设施。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无人

驾驶航空器公共测试场，支持投资建设适应
低空飞行航空器航线需要的起降坪、垂直起
降点、无人机自动值守机库等基础设施。

打造低空标杆应用场景方面，将推动低
空飞行与旅游、运动、摄影、娱乐、表演等消
费活动融合，培育低空消费新产品、新服
务，形成消费新增长点。主要包括丰富“低
空+”文旅消费、鼓励“低空+”运动消费、打
造“低空+”会展平台。支持开通重点医疗
物资即时配送航线，助力航空医疗救护发
展 。 依 托 现 有 通 用 机 场 ，开 展“ 通 用 航
空＋”应用场景等。

《方案》同时提出 6大综合要素保障。包
含聚集人才培育、加强要素保障、拓宽投融资
渠道、加强统计监测、强化安全监管等。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今年我市第五批人才
公寓8月5日上线配租

共519套房源
本报讯（记者 孙雪苹）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住房保障

和房地产管理局获悉，今年郑州市第五批人才公寓将于
8月 5日开始上线配租。

此次配租项目为位于金水区宏康路以南、索凌路以
东的郑州城发龙门美寓，配租房屋共519套，面积约63.2平方
米的一居室户型。房屋租金价格区间为1163～1228元/月；
物业费 2.68元/平方米/月，电费 0.56元/度，水费 4.4元/
吨。物业服务公司为郑州公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该项
目精装修设计交付，配备家具家电，拎包入住。

据悉，此次配租对象为在郑就业创业的大学专科
（技工院校全日制高级工）（含）以上学历人才，以及享
受我市人才计划支持的高层次人才、博士和经市人社
局认定的市重点产业急需人才，且满足《郑州市人才
公寓管理暂行办法》（郑政办〔2023〕11号）中相关申请
条件。

配租时间定于 8月 5日 8：00将房源上线“郑州市保
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系统”进行配租。其中，符合优
先配租条件的高层次人才、博士和经市人社局认定的市
重点产业急需人才于 8月 5日 8：00至 6日 8：00选房配
租。其他符合申请条件的青年人才于 8月 6日 8：00开
始选房配租直至房源全部配租完成。

本批次配租全流程通过线上进行，按照“一网通办、
一网通管”的原则，申请人可登录“郑好办”APP（“一件事
专区”→“住房保障一件事”），进入人才公寓配租模块，按
照提示进行申请、选房、签约和退出。

加快推动专利产业化
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我省启动专利转化
运用服务对接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马阔丰 何先涛）记者

昨日从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获悉，7月 29日，我省
启动2024年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对接月活动，加快全省专
利转化和产业化步伐。

本次活动以“加快推动专利产业化，助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为主题，将持续至 8 月 30 日。活动围绕我
省 7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和 28个重点产业链，以高校和
科研机构盘点出的高价值专利为供给，开展优质高效
知识产权服务对接 ，推 动 一批高价值专利实现产业
化。活动主要内容涵盖宣讲推广专利转化运用政策和
案例、路演推介专利转化运用、开展专利转化运用实
务培训等。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把专利是否转化运用作为衡量
专利价值的重要标准，专利转化运用成效显著。

全省对入库119家高校院所的44157件存量有效专
利进行盘点，入库33242件，其中五星专利8755件、占比
26.34%，四星专利 9688 件、占比 29.14%，三星专利
14799 件、占比 44.52%。全省高校院所截至 2023年存
量有效专利盘点进度达 100%，在全国盘点工作中并列
第1位。

遵循“能入尽入”原则，我省推荐各级知识产权优势
示范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工业企
业知识产权运用试点单位进入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培育
库，推动企业需求与技术供给精准匹配、线上线下有效对
接。截至 6月 30日，已登录企业 3723家，遴选预推荐企
业329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

盘点是为了更好“盘活”数量庞大的存量专利。我
省创新专利转化运用的“专利标识”实操模式，从交易
模式和标识内容两方面进行创新，采用专利开放许可
制度规定的“提成支付”专利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企
业按专利产品销量分批次支付许可费用，高校在不放
弃专利权的前提下持续获得转化收益并获取市场数据
反馈。

目前，全省已有 33 家企业选定专利并签订使用
协议，首批 30 万张专利标识已开始印刷，对应覆盖河
南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多家高校。另有在途意向
企业 155 家，涉及休闲食品产业、快消品产业和大健
康产业等。

“此举有效搭建了企业与高校沟通的桥梁，解决了
专利转化精准匹配对接渠道不畅、转化信息不对称的
实际问题。”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
说，以专利标识为结合点，保险公司设计研发了相关的
责任险和产品质量险，为供需双方专利转化运用保驾
护航。

下一步，我省将继续丰富完善专利转化资源库，推广
多元化知识产权金融支持模式，加强专利转化运用服务
对接，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活力和转化动力。

奥运周边商品热销

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火热开展，人们在为奥运健
儿们欢呼喝彩的同时，精美多样的奥运文创同样吸引了广
大市民朋友的关注。“销售非常火爆！清晨四五点就有顾客
在门外排队了。”中国金币郑州经三路授权店工作人员刘女
士告诉记者，自 7月 23日开始，2024年巴黎奥运会吉祥物

“弗里热”来郑州后，每天清晨天不亮店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很多顾客就为了奥运吉祥物和纪念品而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国金币郑州经三路授权店售卖
的奥运文创丰富多样，涵盖徽章、挂件、冰箱贴、纪念币、明
信片、吉祥物“弗里热”的创意盲盒与毛绒公仔等多个品
类。其中，冰箱贴、钥匙扣、创意盲盒等兼具美观与实用性
的文创产品格外受消费者青睐，部分主题品类甚至一度出
现了“一键清空货架”的盛况。

“每日排长队购买奥运文创的不仅有郑州市民，还有外
地游客。”店员刘女士说，店内会及时高效地完成货物的调
运，尽最大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巴黎奥运会特许商品除了在实体店备受追捧外，在线
上平台也十分畅销。在网购平台的“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内，多款吉祥物“弗里热”玩偶的销量在 6000+，奥运运动
系列纪念币等也成了热销款。

新消费热点相继涌现

除了奥运吉祥物、纪念品、运动员同款等商品销量环比大
幅增长外，户外运动产品也开始火爆，新兴及小众运动装备需
求激增。同时，服饰时尚领域，运动休闲风格持续引领潮流，
奥运元素的融入更添时尚魅力。此外，在食品、快消品领域，
健康零食与能量补给品因夏日运动与休闲需求而热销。

随着巴黎奥运会到来，众多品牌积极投身体育营销浪
潮，旨在通过体育精神为品牌注入新活力与独特魅力。

“中国夺金、秒送免单。”记者在京东平台上发现，该平台
推出每夺1金，送 2024份免单，同时还推出奥运观赛·吃喝
指南，从花生瓜子、卤味、啤酒、水饮、咖啡到居家健身器材、
游泳用品、观赛设备、护眼养眼品等，纷纷推出大额满减券。

淘宝也推出了大促活动，将奥运精神和购物文化融合，
让大家拥有一场别具一格的购物体验。以“淘宝运动会”为
舞台，将体育竞技的激情延伸至线上购物体验。该运动会
九大赛事的设置，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更激发了全民参与
的热情，感受到体育带来的乐趣与挑战。

“为奥运喝彩、为中国助威。”在抖音电商各大直播间
里，运动服饰、体育用品、美妆、数码家电、食品酒水等众多
品类订单量也有显著增加。

除了线上购物，记者发现，餐饮外卖依然是大型体育赛
事期间最为旺盛的消费板块之一。“观赛，美食不打烊。”美
团、饿了吗、大众点评等平台，纷纷携手众多餐饮品牌共同
推出主题活动，提供低至 3折的夜宵、下午茶、家庭套餐等
多种餐品服务，陪伴消费者度过观赛时光。

“电影院里看奥运。”记者通过猫眼、淘票票平台看到，
首页都上线了“看奥运预约放映”活动。可预约比赛从7月
29日至 8月 11日有 10余场，涉及乒乓球、排球、足球等热
门项目。以 7月 30日乒乓球混双铜牌赛+决赛为例，平台
显示郑州有5家电影院可预约观看，票价35元起。

“赛事+”带来更多可能

奥运会不仅仅是各国体育健儿的舞台，也是众多企业
的商机所在，与此同时“奥运热”还带火了“法国游”，不少游
客都在借奥运会之机规划自己的“浪漫之旅”。

携程数据统计显示，中国旅客在奥运期间赴巴黎的订
单同比增长 105%，机票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倍，巴黎
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122%。巴黎奥运会期间，选择法国
自由行的旅客更是较去年同期翻了5倍。

除了出国游，“赛事+”也让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上体育、热衷体育。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在郑州大卫
城、万象城，翩翩起舞的滑冰者成了商场里一道独特靓丽风
景；各大游泳馆、篮球馆、羽毛球馆等运动场馆里，参加体育
锻炼的大人孩童比比皆是。

“赛事+”带来更多可能。今年5月份，我省多部门联合
印发《2024年河南省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活动
实施方案》，鼓励大型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步行街等商圈
企业在赛事活动窗口期，举办三人制篮球、街舞、类冰雪等
小型赛事与消费节、美食节、网购节相互联动，打造线上线
下、形式多样的促消活动。

上半年全省快报企业
研发费用327.3亿元

呈现较快增长态势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省财政厅昨日发布信息，上
半年全省纳入财政部门统计范围的快报企业研发投入
呈现较快增长态势，研发费用 327.3 亿元，同比增长
1.9%，近三年持续增长；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全省快报
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强度（研发费用/营业总收入）为
1.6%，同比提高 0.1个百分点。

从行业层面看，研发费用投入前 5名的行业分别为
机械、冶金、化工、煤炭和建材，研发费用投入规模达234.5
亿元，占比 71.6%；研发费用投入强度为 2.5%，同比提高
0.1个百分点。研发费用投入增加前5位的行业分别是机
械、煤炭、投融资及非银行金融业、邮电通信业和农林牧渔
业，投入规模148.7亿元，同比增长18.6%；研发费用投入
强度为2.4%，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

从企业层面看，研发费用投入前5名的企业分别为河
南能源、宇通集团、郑煤机、中航光电和平煤神马集团，研
发费用投入规模达50.1亿元，占比15.3%；研发费用投入
强度为2.6%，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研发费用投入增加
前5位的企业分别是奇瑞河南、河南能源、卫华集团、河南
移动和洛阳国宏，投入规模35.2亿元，同比增长119.7%；
研发费用投入强度为2.7%，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奥运经济”热力十足
本报记者 张倩 实习生 韩鲁豫

零距离参与
沉浸感十足

周末闲暇时，00后的小曾可以是
威震四海的武林英雄，也可以是驰骋
商海的归国精英。“每次的费用从几十
元到500多元，若剧本需要道具，花费
就高一些。”小曾说道。

记者采访了解，剧本杀的收费是
按剧本然后进行人均收费的，一般一
个剧本杀人均消费在七八十元。相
对高档的场馆收取的费用也会高一
些，有的一小时高达 200 元。一般
来说一个剧本是 5到 10人玩，时间 3
到 7个小时，来玩的大部分是 90后、
00后。

“现在比较热的是正能量的红色
剧本，每个剧本中都有线索卡和不
同角色，主题是主旋律家国情怀。
很多玩家玩到最后都感动哭了。”御
剧阁沉浸式剧本杀体验馆的店主小
齐表示。

数据显示，2018年至 2021年，密
室逃脱类、剧本杀类经营场所的总体
数量增长幅度超过 400%。有专家预
计，2025年，沉浸式剧本娱乐行业市
场将达到近448.1亿元规模。

90 后小林是一名密室逃脱的狂
热爱好者，问他沉迷其中的乐趣在于
什么，她表示：“一开始是细致、逻辑强
的剧本以及解谜带来智力上的成就感
吸引我，再后发现不同的场景能获得
不同的人生体验。”她告诉记者，感觉
压力山大时，就想去“穿越”一下，“沉
浸式体验好像是为我们专门打造的一
个‘楚门的世界’。”

“主动提供台词的观众举手，让我
看到恁都在哪儿哩？”尚座中心喷空剧
场演出现场，台上的河南方言版《大案
复盘》正火热进行，台下是众多兴致勃
勃的观众。

不同于传统表演，该剧场的表演
由大家自由发挥，用河南方言即兴说
台词。台上演员全盘接下台词，即兴
发挥，由观众与演员自导自演创意短
剧应运而生。

“这种体验实在美好，观众与舞台
从相距一两米到零距离，沉浸感太强
了。”61岁的张大爷与衣着时尚的年
轻人相比显得很是突出，“我是喜欢走
进剧院看戏的人，本着尝试的态度来
体验这类较新的表演方式，没想到意

外有趣。”

让玩家感受
独有的“浪漫”

沉浸式融入剧本环境在物理空间
上满足年轻人的社交和解压需求。比
如在密室逃脱中，活动带来的参与感
和互动合作感成为参与者社交关系快

速发展的润滑剂，形成一种新型的社

交方式。

“在心理上，由于人们工作和生活

的边界感日渐模糊，沉浸式剧本为大

家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小林认

为，“暂时失联”可以帮他们在一段时

间内实现心理上的“逃往梦幻岛”。

而真实的故事背景和强烈的感染

力亦不可或缺。锦艺城“25帧·剧本

演绎推理社”的店主表示，所有剧本杀

的项目通常会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域或

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将炫技效果与优

质故事、引人入胜的艺术表达相结合，

让观众在剧情中与地域文化和历史事

件产生情感共鸣。

就演出场地来看，记者发现，大部

分沉浸式娱乐项目空间氛围感拉满，

通过营造特定的空间氛围和创新技术

和环境布置打造出与剧情相符情境，

全方位调动观众“视、听、嗅、味、触”等

多模态感官体验，让观众成为演出中

的一部分，也让外地朋友沉浸式了解

一城文化。

走访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剧场

存在于商业综合体、文创园区、老厂

房等空间，复合式的空间布局为大

众文化消费带来独特而多样的选择

空间。

除此之外，众多小剧场经营者在

“烟火气”上也下足功夫。复古的装
潢、欢快的音乐、茶点雅座……走进喷
空剧场，你会发现，这里少了一份喧
闹，多了一份近距离观演的真实感和
烟火气。放下手机，平日里耳熟能详
的方言，在这里被放大，融入小剧场现
场，生活由此变得更具质感。

通过采访，记者还发现，如今剧本
杀、密室逃脱等行业中涌现出一大批
极具吸引力和创新性，而且能够给观
众带来正面情感体验和深度思考的正
能量、有创意的剧本，市场消费频次、
消费增量也得到显著提高。

由此可见，内容创新是沉浸式剧

本娱乐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剧场的
实验性和探索性也给予了创作人员更
高的自由度和包容度，也让小剧场更
加适合年轻人的口味，为小剧场演艺
深入人心、提升城市文化氛围发挥了
重要作用。

“小而美”的小剧场演艺，如今愈
加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2024中
国沉浸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截至
2023 年，中国沉浸产业消费市场规
模已达 927亿元，总产值达到 1933.4
亿元，预计 2024年将突破 2400亿元
大关。

内容形式并重
小剧场有大未来

小剧场不仅是演出区域，更是一
种精神象征。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教授宋朝丽看来，小剧场建
设是一个城市文化生态的系统构建。

它应该包含物理剧场建设、空间呈现

内容建设以及人才建设。

“淄博凭借烧烤火出了圈，天水因

麻辣烫走红。小剧场的建设也要与城

市、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特色相呼应，要

依托自己原有的基础来打造品牌。”宋

朝丽认为，郑州小剧场的建设应因地制
宜，结合本土文化，打造自身特有品牌。

同时，她也表示，郑州有丰厚的历

史文化资源，对于剧本的创作，可以考

虑融入郑州丰厚的历史沉淀，让历史

文化为年轻人所接受。

物理基建上，要打造新的演艺空

间与剧场形式，增强沉浸式体验感，

已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与消费

潮流。

一位深耕小剧场运营领域多年的

专业人士表示，小剧场的空间、场景、

模式、消费都要转型升级，让单一演场

地变成集购物、餐饮、娱乐、住宿等于

一体的演艺复合体。比如可以打造

“演出+”的消费场景，借用周边街区、

创意市集等业态，融合主打“一站式”

娱乐体验，让小剧场成为一个可以提

供创意与活力的社交场所。

此外，行业内部也可以考虑进行

并购重组、品牌连锁、深度合作、资源

共享等方式整合资源，组建小剧场演

出院线或小剧场联盟。

花样的运营背后，小剧场“做大”

的过程中，内容仍是根本，要创造有感

染力的表达方式。

“好的剧本不单单是娱乐。一些

有立意的剧本会让玩家通过角色扮演

明白一个道理，或者对一段历史产生

好奇，这些都是沉浸式剧本的魅力所

在。”对此，御剧阁沉浸式剧本杀体验

馆店主小齐提出自己的想法，比如，抗

日战争、二七大罢工等很多历史故事
可以让人第一视角感受历史的厚重，
每次结束，大家都表示对这段历史有
了不一样的感悟。

另外，小剧场演艺人才队伍的建
设也值得探讨。“我认为，如果郑州未
来要大力发展小剧场市场，必须得有
过硬的本土的力量配备。”宋朝丽坦
言，对此，政府可以鼓励市场成立一些
编导创作型人才导师班，从编剧、导
演、制作、剧团运作、表演等各方面对
青年戏剧人加以引导，培育更多的本
土原创戏剧人才。

“戏精”请就位
沉浸式剧场走“新”又走心

本报记者 李娜 陶然 通讯员 张丽新 文/图

从“密室逃脱”“剧本杀”到“街头小剧场”……近年来，沉浸式剧本娱乐逐渐成为
“Z世代”的消费新场景，成为青年群体线下聚会、团队建设时的重要娱乐项目，也正
在成为拓展城市文旅发展的重要手段。

作为一种新型娱乐形式，沉浸式戏剧到底有多上头？它令一众年轻消费者“上
头”的魔力到底在哪？在沉浸式剧场的带领下，沉浸式经济将迎来怎样的未来？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喷空剧场演出现场喷空剧场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