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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经济拉开帷幕
“防晒霜、防晒喷雾、帽子、防晒衣……

我已经大几百花出去了。”防晒达人张小姐
向朋友交流她的防晒储备。张小姐称自己
的皮肤是“见光死”，这也让她对防晒这件
事特别执着，夏天出门一定是全副武装，防
晒衣、墨镜、防晒面罩，就是把自己完整包
裹起来。

夏天出门把自己包起来，成为不少人
的夏季标配。鉴于防晒霜大多质地厚重，
体验感不佳，还存在防晒时长的局限，越来
越多人选择物理防晒，既方便，皮肤也无压
力，这也带动商家在防晒商品上不断创新，
除常见的防晒衣、遮阳帽外，防晒手套、防
晒口罩外，防晒面罩、护颈等也纷纷问世。

这些商品主打包裹严实、无死角隔绝阳光，
受到广泛追捧，更收获了不俗业绩。

主攻防晒系列的某国产品牌官网上，历
史销售单量均以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计。
点开平台图片，下方数据清晰显示近期郑州的
购买量。其中，一款售价57元兼具护眼角3D
遮阳面罩，一周内郑州有200多人购买；另一
款售价69元的脸基尼，一周内郑州市有100
多人购买；该品牌口碑不错的宽松防晒衣，一
周内郑州市有300多人购买。

线下商场防晒用品同样火了起来。多
家商场的防晒产品都被摆在了化妆品专柜
最显眼的位置。“这几天销量明显看涨，周
末销售更好。”正弘城某品牌专柜销售员
说。而无论是快时尚连锁店还是运动专卖
店，防晒衣都被挂在了店内显眼的位置。

“防晒衣+”成夏季标配
在各种防晒商品中，防晒衣无疑是刚

需中的刚需。随着近几日郑州气温攀升，
防晒衣开始重出江湖。

长袖有帽、有口袋，有弹性、自带凉感，
颜色以白或马卡龙色为主，几乎成为近两
年防晒衣的标准面孔。拉链设计，简单的
造型，让防晒衣更像一件改良版的运动卫
衣，区别在于防晒衣面料更轻薄柔软、弹性

更大，使用的舒适性更高。
舒适不皱易携带，让本应为防晒而生

的防晒衣，被拓展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场
景。外出防晒，办公室冷气足时用来保暖，
中午趴办公桌上小憩，还可以用来蒙住头
拒绝打扰。“防晒衣+”模式正成为越来越多
人的夏季标配，一件防晒衣打天下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无论身着真丝上衣还是休闲
T恤，出行时外面都会套一件防晒衣，甚至
直接单穿一件防晒衣。多样化的穿着需求
让宽松版的防晒衣大受欢迎，某知名品牌
的防晒衣系列中，宽松版型的稳居热销榜
第一名。

随着男性护肤意识的整体提升，越来
越多的男性也加入到防晒消费的大军中。

“五一”节前，计划假日出行的孟女士
花 200元在瀚海海尚鸿星尔克门店，给 15
岁的儿子买了件纯白色的防晒衣。“一再要
求让买防晒衣，你说一个男孩子咋还怕晒
黑呢？”孟女士的困惑，道出了许多妈妈的
心声。也许出乎妈妈们的意料，追求个性
表达、希望展现更完美自己的理念，已经开
始在初中生的心中萌芽。

“以前觉得涂防晒霜很‘娘’，现在知道
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是不分性别的。”在高
校工作的王先生说，他今年第一次购买了

防晒喷雾和防晒衣，办公室里男同事也基
本人手一件防晒衣。

过度防晒无益健康
虽然绝大多数人防晒的出发点是爱美

和健康，但任何事均过犹不及。防晒意识
的高涨，也带来了一种新型焦虑——“防晒
焦虑”的蔓延。社交媒体上“不防晒老十
岁”“防晒是抗衰的第一步”等内容铺天盖
地，催生了一批“防晒狂魔”。

视阳光为大敌的君君每天都使用多种
防晒产品，从基础防晒霜到防晒喷雾补涂，
再到防晒粉底叠加，层层防护。君君说，自
己的闺蜜即使阴雨天或室内办公，也坚持
高倍数防晒。而被不少人青睐的“全光谱
防晒”产品，更宣称能阻挡各种光线。

这种过度追求防晒的行为并不被专家
看好，认为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还可能带
来健康隐患。专家提醒，过度防晒，会导致
人体合成维生素 D的重要来源缺失，导致
骨软化病、骨质疏松等骨骼疾病。

当我们决定下单一款防晒产品时，不
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购买的究竟是
真正的防护需要，还是被营销制造的焦
虑？毕竟，健康的肌肤不仅需要抵御紫外
线，也需要呼吸自然的阳光。

这个夏天，你会为防晒花多少钱？
本报记者 侯爱敏

察财经 观

立夏之后，气温明显攀升。日光
高照，防晒也被迅速提上日程。防晒
衣、防晒帽、防晒面罩、防晒霜、防晒喷
雾……线上线下和防晒相关的商品均
迎来热销，“防晒经济”正式拉开帷
幕。这个夏天，你计划为自己的防晒
工程投资多少？

从蓝天“一跃而下”体验跳伞乐趣，在直升机上俯瞰
山河，于城市烟火中欣赏一场无人机灯光秀……随着各
地低空文旅项目“上新”，低空经济以“云端视角”持续点
燃消费热情。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低空＋旅游”正以立体化体
验塑造文旅消费新场景，激活“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
费，成为撬动文旅市场的“空中引擎”。

新玩法：
“低空＋文旅”带来丰富体验

“从空中看三亚的海景，像是打开了新世界！”在海南
最大的跳伞基地——三亚塔赫跳伞基地，内蒙古游客王
晓玲体验了固定翼跳伞后难掩兴奋。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三亚塔赫跳伞基地日均接
待量较平日增长约 70％，2024年基地接待跳伞客人超
过1万人次，今年一季度已经达到6000人次。

据赛迪顾问预测，我国低空经济规模有望在2025年
跨越 8500亿元大关，2026年有望达到万亿元级别。去
年以来，多个省份积极规划设计低空应用场景，探索特色
旅游飞行航线等低空文旅新业态。

记者走访看到，以载人直升机为主的低空观光项目
正从“小众体验”迈向“大众消费”。重庆巫山开通直升机
俯瞰长江三峡项目；江苏苏州开通金鸡湖、苏州古城等低
空观光航线；安徽肥西县祥源·花世界旅游度假区正在打
造空中赏花项目，为游客带来“空中观花海，云端瞰江淮”
的全新体验……

科技赋能下，低空文旅应用场景深度拓展，不仅丰富
了文旅业态，也带动餐饮、住宿等消费多点开花。

强支撑：
政策助力低空文旅“高飞”

低空文旅的“腾飞”离不开政策赋能。低空经济连续
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
确支持低空消费发展，各地因地制宜推出支持低空文旅
发展的各项举措。

“真金白银”推动产业发展。安徽合肥提出，对开设
经民航部门审批的载人 eVTOL航线的企业，分类别给
予补贴，其中观光旅游类航线每人 100元/架次；重庆开
展低空飞行消费周，今年共发放3000万元低空飞行消费
券，今年活动期间拉动消费超5亿元；江苏苏州支持低空
载人观光，对开通观光航线的企业，每增加一条新航线给
予2万元补助，每家企业最高50万元。

“建圈强链”促进融合发展。海南三亚推动低空旅游
产业与酒店民宿、会议展览、节庆赛事等其他产业融合发
展；四川鼓励发展以低空经济为主题的新型文化业态、文
化消费模式，支持举办航空会展、航空论坛，支持开发低
空文创产品。

持续推动应用场景“上新”。浙江提出，支持发展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观光、热气球环游、滑翔伞运动
等低空农文旅活动；四川支持建设航空运动体验基地
和航空飞行营地，举办大型航空体育和无人飞行器等
赛事活动；海南提出，拓展低空飞行器旅游观光场景，
支持海口、三亚等环岛旅游公路沿线市县，结合驿站
布局开通直升机、eVTOL、飞行汽车等低空旅游观光
线路。

谋长远：
多举措推动低空文旅高质量发展

“低空＋”打开文旅想象新空间，如何能“飞得更稳”？
“低空文旅作为新兴业态，行业发展初期难免出现人

才短缺、运营不规范的短期乱象，一窝蜂上项目、同一区
域同质化竞争也时有发生。”海南省航空运动协会秘书长
徐丽文说，近年来，协会一直呼吁运营企业进行人员、飞
行器材、运营场地备案，并运用行业协会的专业力量，引
导和鼓励企业规范化运营。

受访人士认为，需通过政策、技术、场景与生态的多维协
同，破解成本高、项目同质化等问题，释放低空文旅市场活力。

向云端，探新路，低空文旅高质量发展还需技术创新
持续赋能。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合肥）执行主任
程羽认为，各地可探索推动轻量化、低成本设备研发，推
动低空场景的创新，拓展“低空＋研学”“低空＋康养”等
模式，“未来低空旅游将不止于‘天上飞’，更要实现‘地上
热’”。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规范命名“非必要不更名”
《办法》明确，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标志设置、文化保

护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反映当地地理、
历史和文化特征，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方便生产生活。

地名的命名，应当遵循含义明确、健康，不违背公序良俗；
符合地理实体的实际地域、规模、性质等特征；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避免使用生僻字，不得使用繁体字、异体字等不规
范文字；不得单独使用通名作为地名，地名中的通名不得叠加
使用；一般不以人名（含本名以及其别名、化名等）作地名，不
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文艺作品中的人物角色名
称作地名；不以外国人名、地名作地名；不以企业名称或者商
标名称作地名；省内著名的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县级以上行政
区划名称，不应重名，并避免同音。

对于地名更名，《办法》强调“非必要不更名”，因行政区划
调整、城乡建设等导致名实不符时方可申请更名。具有重要
历史文化价值、体现中华历史文脉的地名，纳入各级地名文化
遗产名录或者相关保护名录的地名，一般不得更名。

标准地名应符合用字读音审定规范
根据《办法》，按照《地名管理条例》和本《办法》规定批准

的地名为标准地名。标准地名专名与通名的罗马字母拼写，
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统一规范，并按照国务院地名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规则拼写。

标准地名应当符合地名的用字读音审定规范。一地多名
的地名应当确定一个标准地名，一名多写、一字多音的地名应
当确定统一的用字和读音。少数民族语地名、外国语地名的
标准汉字译写，应符合国家有关汉字的译写规范，并遵守标准
地名使用的有关规定。

标准地名须强制应用于交通标志、公文证件、地图出版物
等八大场景，违者最高可处1万元罚款。

《办法》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之间应当建立健全地名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积极推动
标准地名信息纳入政务协同办公平台，推进标准地名信息数
字化建设。

地名标志设置要与城镇规划、村庄规划、地名方案同步考
虑，与城乡建设同步进行，着力构建完善的地名标志导向体
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置智慧地名标志，推进老旧地名标
志的智慧化更新。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拆除、移动、涂改、遮
挡、损毁地名标志。违者最高可罚款 5000元，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责。

优先恢复使用消失的历史地名
《办法》要求，开展古城、古县、古镇、古村落、古街巷、近现

代重要地名等地名文化遗产信息挖掘、考证等工作，并将符合
条件的地名文化遗产依法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

保护名录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意义和传承价值的历史地
名，因地理实体消失等原因导致未在使用的，应当在地理实体
原址重建、迁移后重新命名时优先恢复使用，或者根据情况
按照有利于保护传承、地域就近原则在地名命名工作中唤醒
启用。

《办法》指出，鼓励公民、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地名文化
保护活动，开发地名文化产品，发展文化创意、移动媒体、动
漫等新兴地名文化业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地名文化
需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地名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等活动，推动地名文化教育普及，促进地名文化保护和
传承。

建立健全地名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地名档案的收集、整理
和保存工作，推进地名档案的信息化建设与开发利用。

根据《办法》，新规拟于2025年正式施行，2013年发布的
旧版《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将同步废止。目前修订草案正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等方式提
交建议。

撬动文旅市场的“空中引擎”

“低空＋旅游”
激发消费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孙培
焱 文/图）5月 12日，随着一孔 32米一
体式预制箱梁精准落位平漯周高铁商
周特大桥607至 608号墩，标志着中铁
七局平漯周站前八标项目部第一阶段
共 146 榀箱梁架设任务顺利完成，成
为全线架梁施工“排头兵”。

据悉，中铁七局川汇制梁场承担
了平漯周高铁 687孔箱梁预制及架设
任务，其中双线箱梁 538孔，单线箱梁

149孔。为确保架梁任务顺利完成，项
目部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和现场会，
不断优化施工方案，落实标准化作业。

平漯周高铁是一条连接平顶山
市、漯河市、周口市的高速铁路，全线
位 于 河 南 省 中 南 部 ，项 目 正 线 长
199.679 千米，其中，平顶山市境内
66.369千米，漯河市境内82.605千米，
周口市境内 50.705 千米，全线桥梁比
95.16%，设计速度目标值 350千米/小

时。据悉，平漯周高铁项目是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大陆桥走廊支线
——南京经平顶山至洛阳段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河南省现代综合交通体系
重大工程之一。建成运行后，将填补豫
东南地区的高铁空白，并串联起平顶
山、漯河、周口3个市，带动沿线20个县
区、超 3000万人口融入国家区域协同
发展格局，对进一步盘活中原铁路网、
促进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袁帅）加强地名管理、传承历史文
化、服务社会发展。5月 13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
获悉，我省公布《河南省地名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不仅对
地名命名、更名、使用等环节提出更严格规范，更首次
将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治轨道，全面提升地名管
理的法治化与现代化水平。

平漯周高铁建设又有新进展
平漯周高铁建设现场平漯周高铁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