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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大街上，新布置的

5G+8K 大屏幕播放着北京

冬奥宣传片，流光溢彩。像

这样的户外大屏正成为许

多城市的靓丽名片。日前

印发的《“百城千屏”活动实

施指南》，提出“百城千屏”

活动以试点示范工程为引

领，通过新建或引导改造国

内大屏为 4K/8K 超高清大

屏，丰富超高清视音频服务

场景，加速推动超高清视音

频在多方面的融合创新发

展，催生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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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线上渠道实现“24小时不打烊”、无人配送车送货上门、智

能自提柜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

计算等前沿技术的飞速发展，零售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进程加快推

进，与消费者产生全新的互动。从制造、销售、物流到服务等各环

节，一场关于智慧零售的变革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带动信息产业整体升级

去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宣
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广电总台等联合印发了《关于
开展“百城千屏”超高清视频落地推广活
动的通知》,并于日前联合印发《“百城千
屏”活动实施指南》。

“百城千屏”活动实施的背后，是近
年来国内超高清视频产业的加速发展。
据悉，超高清视频是继视频数字化、高
清化之后的新一轮重大技术革新，能带
动视频采集、制作、传输、呈现、应用
等产业链各环节发生深刻变革。为推动
产业链核心环节向中高端迈进，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曾发布《超高清视频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2 年）》，
提出按照“4K先行、兼顾8K”的总体技
术路线，大力推进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
和相关领域的应用，发展目标是“2022
年，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总体规模超过4
万亿元，4K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完善，8K
关键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取得突破，
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超高清视频技术以其更强的信息承
载能力和更具潜力的普及应用价值，为

消费升级、行业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
新场景、新要素、新工具。”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所长
温晓君认为，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一
方面能促进民生服务水平提升，满足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消费的升级需求；另一
方面也带动了信息产业整体升级，加速
以视频为核心的行业智能化转型。

打造网红新地标

业内人士指出，超高清视频以分辨
率为区分标准，更高的分辨率会带来更
多的细节、更丰富的色彩层次，让观众
在收看视频的时候更加感到真实、震
撼，也使得许多城市的超高清大屏幕成
为地标型建筑。

伴随着锣鼓声，一红一黄两只小狮
子在半空中上下飞舞，活泼可爱，如在
眼前。这是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春熙路
裸眼3D屏幕播放的一段“醒狮闹新春”
视频。许多市民和游客驻足围观，纷纷
举起手机拍摄。这一大屏幕已成当地一
处网红打卡地。

“百城千屏”活动旨在打造更多类似
的网红景点。借助超高清大屏提升城市
形象，同时促进消费升级，挖掘“夜经
济”“网红经济”潜力，点亮城市空间。
据悉，“百城千屏”活动支持产业基础较
好、有意向的城市先行先试，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活动模式。鼓励在城市重要
商圈、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网红地标、
文化场馆等地改造或新设超高清大屏。
鼓励各地依法依规开展多元超高清视频
内容播放业务，探索多种技术路线方式
传输，促进商业运营模式创新。

去年6月发布的《“百城千屏”首批公
共大屏接入候选名录》中，包含了来自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杭州、无
锡等20个城市的28个公共大屏。目前，
北京时代广场、广州新大新百货、成都春
熙路、重庆观音桥、无锡八佰伴等户外超
高清大屏已经取得良好反响。

抓住“科技冬奥”新契机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举办为国内
超高清视频产业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在

赛事转播上，北京冬奥会首次采用5G+8K
的技术。1月底，北京中联合超高清协同
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暨超高清视频（北京）
制作技术协同中心设计制造的8K+5G超
高清视频全业务转播车已部署在首都体
育馆，为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赛事进行全
程8K公共信号制作。据该公司副总经理
杨剑介绍，此前，全球范围内从来没有如
此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大规模使用 8K 直
播。目前，转播车的技术系统和承载规模
也代表了全球最先进的水平。“转播车的
国产化率超过15%，形成了20余项技术、
产品的全球首台套、全国首台套和国产替
代，拉动了超高清视频8K产业的发展。”

在收视端，更多8K屏幕走进百姓生
活。北京冬奥会期间，北京市在不同社
区、商圈设置 200 多个 8K 落地展示点，
直播冬奥会比赛、播放与冬奥相关的8K
超高清视频节目。冬奥高铁专线上的清
河、延庆、太子城、崇礼 4 个车站，也
设置了8K超高清大屏。冬奥期间，广电
总台 CCTV-8K 超高清频道在全国数百
块超高清大屏上同步播出。

除了大屏幕，8K 电视能让百姓更直
观地感受超高清视频的魅力。“这大电视
看比赛可太过瘾了！”北京市朝阳区孙河
地区市民活动中心最近安置了一台崭新
的超大尺寸8K电视，方便人们收看冬奥
赛事。社区居民赵和平在收看后赞不绝
口：“不只我自己看，也会动员街坊邻居来
一起看冬奥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据
悉，通过“8K进社区”活动，200 台超大尺
寸 8K 电视已走进北京市 150 个社区、10
所高校、体育比赛场馆、行政副中心等场
所，让市民零距离感受冬奥赛事的精彩。

专家表示，创新超高清视音频传播新
模式，以“科技冬奥”超高清赛事转播为契
机，可以加快视音频设备升级和应用落
地，推动技术标准体系和产业链成熟，提
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协同发展产业
生态。

无人车送货到门口

家住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的王先生最近
在路上时常看到一种身上印着“天虹超市到
家”的无人车。听街坊说，这是附近天虹超
市配备的无人配送车，送货速度很快。

王先生很好奇，决定下单试试。他打开
天虹超市的手机小程序，在页面上购买了水

果、鱼、蔬菜、油等生活用品。没过多久，
无人车真的载着商品抵达了王先生居住的小
区门口。

据介绍，这种无人车有很多过人之处。
首先“肚量”大，载重可达500公斤，续航
能力单次120公里，每天可完成数吨货物配
送；其次很智能，不仅会看交通灯，还会自
动识别前后方的障碍物，进行主动避让或低
速绕行；它还是“保温箱”，能确保温热或冰
冻商品以应有的温度送达。

实体零售企业天虹数科商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高书林表示，零售行业目前面临着
外部环境的多重因素叠加影响，随着信息技
术变革和行业应用不断深入，特别是受疫情
影响，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许多
企业从战略上由内而外地进行转型升级。天
虹推出无人车配送服务，正是希望构建智能
化的社区配送网络。

天虹超市的尝试是近年来实体零售行业
不断探索向智慧零售转型的一个缩影。据
悉，智慧零售，是指通过运用互联网、物联
网等前沿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趋
势，引导生产制造，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
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无人超市、小程序下
单、虚拟现实试衣、无人车配送、智能供货
等都属于智慧零售的应用范畴。

业内人士认为，零售行业的智慧化转型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体零售企业
建立线上渠道，包括线上商城、手机APP和
小程序、与专业平台合作开展“超市到家”
业务等。到了第二阶段，除了通过诸如短视
频等建立新渠道外，很多企业开始利用数字
技术实现降本增效，涉及营销、商品运营、
供应链优化及建立数据中台等。

“智慧零售通过挖掘分析大数据，可以为
消费者提供‘千人千面’的营销服务，并将
数据反馈给采购、配送等环节，让生产供应
更灵活高效。”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彭建
真表示。

满足新消费需求

“现在的快递柜太方便了。”家住江苏
省常州市泰和之春小区的陈女士平时喜欢
在网上购物，最近，她发现小区里的云柜
服务又有了新功能，不仅能随时取快递、
临时存外卖，还能提供冷鲜菜品配送等相
关服务项目。

防疫期间，致力于无接触配送的智能
快递柜、云柜等新业态服务兴起。陈女士
居住小区的云柜由南京云柜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运营。这些看似普通的柜子，实
则内藏乾坤。通过运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
术，云柜能够对保存在箱体内的商品进行
智能化识别、暂存、监控和管理。为满足

“宅经济”、“云生活”等新消费需求，该公

司还开拓电商业务。居民通过手机小程序
购买蔬菜、水果、海鲜、半成品食材等商
品，公司团队迅速采购、全程冷链运输，
居民隔日即可到社区冷鲜柜中取货，或由
小区物业管家送货上门。

“未来的云柜将不只是一个快递柜，还是
社区智能零售及生活服务的提供商。”据新城
悦服务首席营销官兼云柜公司总经理杨博介
绍，公司将开拓直购、寄存转交、本地信息
服务、配送服务等业务，为用户提供更便
捷、更智能的生活体验。

智能快递柜、云柜、社区冷鲜柜……近
年来，在计算机视觉、大数据分析、机器
人、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下，消
费者享受到的无接触交易服务场景越来越丰
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从技术层面看，零售业究竟靠什么提升
“智慧水平”呢？专家认为，智慧零售的真正
落地考验着互联网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能
力，例如5G的大规模普及、物联网的大范围
连接；需要不断提升大数据处理能力、增强
算力、优化算法，实现人与货的高度匹配；
还需要硬件设备以及软件体系的不断普及。

随着人、货、场等要素信息被互相关联和整
合，智慧零售将释放出巨大价值。

身体力行拥抱变化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关于做好近期促进
消费工作的通知》，强调进一步激发智慧零售
新活力，并提出“推动实体商场、超市、便利店
等数字化改造和线上线下协同”“鼓励办公楼
宇、住宅小区、社区商圈等加快布局配套智慧
超市、智慧商店、智慧书店、智慧药房”“发展无
接触交易服务”等措施。

相关调研显示，目前市场上约70%以上
的传统零售企业由于自身技术不完善，无法
支撑高度数字化的智能运营业务体系；另
外，近五成商家关于智慧零售的年投入预算
在10万元以下。

彭建真认为，智慧化转型是零售企业的
现实选择，但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相关
数字化人才、资金投入较大，每年大量的资
金投入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负担。他建
议，企业在推动智慧零售业务进入办公楼
宇、住宅小区和社区商圈前，要充分调研区
域内消费者的实际需求，通过精准的数据分
析潜在消费者群体，从长远角度考虑其发展
空间和在商业逻辑上是否走得通。

纵观零售业的智慧变革，无论是技术的
创新运用，还是技术创新不断推动零售模
式、场景、工具的推陈出新，核心都在于通
过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实现自身业务价值。

专家建议，企业应结合自身的核心能
力，思考如何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合乎自
身特点的智慧化转型模式。从业者需要及时
转变观念、学习新知，身体力行拥抱变化，
通过有价值的技术创新、模式创新推动企业
业务增长，最终实现转型升级。

服务场景越来越丰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

智慧零售点亮“云生活”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促进消费升级，挖掘“夜经济”潜力

超高清户外大屏扮靓城市
本报记者 李 贞

促进消费升级，挖掘“夜经济”潜力

超高清户外大屏扮靓城市
本报记者 李 贞

国邮快递物流智能装备（南陵）产业技术研究院内，工作人员在介绍一款快递配送无人车。
新华社记者 张 端摄

在浙江省金华市中医医院门口处，外卖小哥正往智能存取柜存放外卖快餐。
胡肖飞摄（人民图片）

央视主持人在“瑞雪迎春”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内的5G超高清演播室采访列车长。
孙立君摄（人民图片）

央视主持人在“瑞雪迎春”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内的5G超高清演播室采访列车长。
孙立君摄（人民图片）

日前，由人民日报海外网策划的
云采访系列直播节目《说说我们村
儿》第五期开播，节目聚焦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曲江镇
湾田村，邀请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杨本刚、湖北广播电视台驻村第
一书记李宜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万桃元做客直播间。

湾田村所在的鄂西山区，是土家
族聚居地之一。“丰富的土家族文化
是我们村的一大特色。”杨本刚说，吊
脚楼营造技艺的传承人就居住在村
里，摆手舞、三棒鼓等土家族传统文
艺在当地都得到了较好的传承与保
护。未来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
要积极挖掘村里民族文化元素，让游
客感受土家族文化的悠久历史和独
特魅力。

“湾田村的基础非常好，缺乏的
是推广。”作为一名媒体人，李宜翔通
过湖北广播电视台的传播矩阵，对湾
田村极具民族特色的乡村旅游进行
了全媒体报道，并号召村民们在各自
的短视频平台上传播推广。在节目
中，李宜翔邀请咸丰县青年公社农场
主、返乡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魏艳为观
众 介 绍 当 地 特 色 宴 席“唐 崖 土 司
宴”。“扣肉做好后用盘子盖住，再倒
扣过来，寓意着来年翻新。”魏艳在节
目中这样介绍美食。

“现在人们都用钢筋水泥建楼，但这项手艺一定要传承
下去。”万桃元在节目中说，从2007年开始，他把吊脚楼按
照比例缩小，制成模型。如今，万桃元的作品已经走入多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研究民族文化的生动教材。同
时，他和徒弟们也在积极学习土家族的其他民俗文化，守
护别具特色的民族记忆。

上图：《说说我们村儿》第五期节目海报。
海外网 张子旭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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