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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2 月 25 日，历时 40 天的 2022 年春运

正 式 落 下 帷 幕 。 交 通 运 输 部 数 据 显 示 ，

2022 年 春 运 总 体 运 行 平 稳 有 序 ， 全 国 预

计发送旅客 10.5 亿人次，比 2021 年同比

增长 20.7%。

“今年春运总体平稳有序，客流总量

低位运行，客流以务工流和探亲流为主，

国内旅游客流较往年有所减少。”在不久

前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政策

研究室副主任舒驰介绍说。

尽 管 客 运 量 相 比 疫 情 前 还 有 较 大 差

距，但有分析认为，春运节奏和城内活动

强度已逐渐向正常化靠拢。

“作为国内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航局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春运保障的部署要求，提前

研 判 、 精 心 组 织 ， 毫 不 放 松 抓 好 疫 情 防

控，全力守护广大旅客平安出行，圆满完

成了春运各项任务。”近日，在中国民航局

2月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民航局综合司副司

长孙文生介绍说。

数 据 显 示 ， 在 2022 年 春 运 期 间 ， 民

航业共运输旅客 3982 万人次，日均运输

旅客 99.6 万人次，同比 2021 年春运同期

增长 12.5%，比 2020 年增长 3.8%，比 2019
年下降 45.3%。

孙文胜透露，在航班安排方面，民航

实际飞行航班 46.4 万班，日均 1.16 万班，

同 比 2021 年 增 长 30.3%， 比 2020 年 增 长

2.4%，比 2019 年下降 13.1%。平均客座率

64.23%， 与 2021 年 基 本 持 平 ； 平 均 航 班

正常率 95.94%，同比 2021 年提高 2.26%。

从热门航线看，珠三角往返成渝地区

间航线，北京、上海、成都、东北往返海

南间航线需求旺盛，旅客量、航班量、客

座率均较高。此外，各大冰雪旅游目的地

也迎来了客流增长。

“为了解决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

情况，今年春运期间，民航局鼓励航空公

司更加灵活地调配运力，满足春运期间热

点地区、热点航线的旅客出行需求，增投

东北、西部等传统春运热点区域，调拨宽

体机执飞国内热门航线，精准匹配春运市

场需求。”中国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

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出行需求的增长，也

使 春 运 期 间 的 机 票 价 格 整 体 上 不 再 继 续

“大跳水”。航班管家数据商业服务部总经

理王磊表示，据航班管家数据，截至 2 月

10 日，航司的经济舱平均票价超过 2021
年同期，2 月 10 日后机票价格有所回落，

今年春运经济舱票价维持在 595 元左右，

比去年同期增长 10%。

事实上，春运不仅是中国人的“归乡

团 圆 之 旅 ”， 在 数 亿 人 次 的 人 口 流 动 中 ，

织牢疫情防控网络，更是成为春运期间的

重中之重。

“总体来看，今年春运旅客出行数量

虽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但比 2021 年有

大幅增长。为了让旅客平安出行，各地机

场 纷 纷 发 挥‘ 无 接 触 服 务 ’‘ 科 技 抗 疫 ’

优势，通过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

慧验码闸机、红外感应无接触电梯、紫外

线 行 李 消 毒 机 等 技 术 ， 有 效 减 少 人 员 聚

集，助力疫情防控。”徐青介绍说。

正如徐青所言，为做好春运各项保障

工作，各大机场提前谋划部署，成立春运

保障领导小组，全力筑牢疫情防控的第一

道防线。

其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以下简称
“大兴机场”） 在春运期间，持续加强旅

客测温验码工作，航站楼楼前出入口及进

出港测温通道累计测温 270.1 万人次，航站

楼三层、四层共安装 30 台楼前查码-测温

一体化闸机，旅客持本人身份证即可完成

“一站式”查验实现人员“无感”通行。

“春运期间，大兴机场加强对航站楼

旅 客 流 程 、 垃 圾 流 程 等 进 行 常 规 病 毒 检

测，共计检测 1800 余个点位，结果均为

阴性。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值机区、登机

口、行李提取厅等旅客高频接触区域的重

点消毒，强化手推车扶手、婴儿车等消杀

工作。”大兴机场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据悉，大兴机场核酸采样 24 小时全

天候服务，确保旅客“随到随检”，及时

提醒旅客全程规范佩戴口罩、落实“一米

线”等要求。此外，针对降雪、大雾等特

殊 天 气 ， 大 兴 机 场 还 进 一 步 优 化 协 调 机

制，全面做好航班延误的各项预案，确保

告知信息畅通和物资供给充足。

值得注意的是，春运、冬奥会举办期

间，大兴机场航站楼内共设置 10 处电子

屏提供奥运赛事直播服务，C 指廊入口处

设观影休闲区，并配备舒适沙发及清新绿

植，旅客在候机的同时可观看春晚、冬奥

赛事等电视直播。

大兴机场新闻中心负责人介绍，为营

造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和谐友好的冬奥

赛事氛围，航站楼内多处打造春节、冬奥

主题景观。

春 运 期 间 ， 大 兴 机 场 举 办 “ 兴 系 中

华”爱国主题摄影大赛。“截至征集期结

束，共收到符合大赛要求的摄影作品 818

个，目前大兴机场摄影大赛线上投票已开

启，可通过大兴机场 App 或小程序进入投

票通道为参赛作品投票。” 大兴机场新闻

中心负责人说。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以下简称“首都机
场”）针对今年春运特点，重点做好老年旅

客等特殊群体的出行服务，在航站楼入口

设置“无健康码”分流通道标识，安排工作

人员帮助登记。在问询柜台和爱心休息区，

配 有 急 救 药 品、血 压 仪、血 糖 仪 等 用 品 的

“ 爱 心 百 宝 箱 ” 守 护 着 旅 客 健 康 。 此 外 ，

通过设立安检“无障碍通道”，首都机场

努力让老人、幼儿、孕妇及其他身体不适

的旅客更快捷地通过安检。

记者了解到，首都机场还在机场巴士

和快轨售票处均设置人工售票窗口，安排

专人协助老年旅客出行扫码、电子购票、

搬运行李；上线关怀版小程序和 App，推

出爱心陪伴、轮椅陪伴、冬衣寄存、免费

电瓶车等“一站式”老年旅客专属服务。

“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已从 2 月 25 日

零 时 起 恢 复 向 公 众 开 放 ， 提 醒 广 大 旅 客

关 注 航 空 公 司 发 布 的 航 班 动 态 信 息 ， 以

免影响行程安排。”首都机场相关负责人

提醒说。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各大机场通过

统筹保障资源、优化保障流程，圆满完成

了 2022 年春运各项工作，确保春运运行

安 全 平 稳 ， 持 续 为 广 大 旅 客 提 供 更 加 便

利、温馨、优质的出行体验。

随着民航业的逐渐复苏，“保障航班

运行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数

据显示，目前，中国民航整体安全形势持

续保持平稳可控。

截 至 2022 年 2 月 19 日 ， 中 国 民 航 运

输航空持续安全飞行时间突破 1 亿小时，

创造了中国民航历史上最好的安全发展新

业绩，也创造了世界民航历史上最好的持

续安全飞行纪录。

“近 5 年来，中国民航责任征候和严

重责任征候万时率均为历史最低，安全运

行质量持续提升。”中国民航局航空安全

办公室主任朱涛总结说。

同比大幅增长，疫情防控平稳有序

民航虎年春运运输旅客近4000万人次

□ 许亚杰

从 5G 高铁、“刷脸出行”，到日益智能

化的新能源汽车、顺风车出行，2021 年，出

行 业 迎 来 了 诸 多 变 化 。畅 想 2022，出 行 业

会有哪些新体验？对于未来出行，00 后年

轻人又有哪些新期待？

乘坐飞行汽车“解锁”城市天空

清华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专业
李 也

新 能 源 汽 车 和 智

能网联汽车赋予了汽

车 行 业 新 动 力 ，给 人

们 提 供 了 更 绿 色 、更

科 技 、更 便 捷 的 出 行

方 式 。然 而 梦 想 和 创

新 永 无 止 境 ，飞 行 汽

车又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 ，科 学 家 和 工 程 师

们正在努力探索如何让科幻片中才能看到

的这一景象变为现实。

就像建筑从平房变成高楼就诞生了城

市，假如人们有机会更自如地在高空出行，

或将掀起一场巨大的变革。飞行汽车将不

仅仅改变人类的出行方式，更有可能通过

将生产力和移动力从二维平面扩展到三维

立体空间的方式，极大改变人类的生产生

活面貌。

随着动力推进、空中无人驾驶、5G
通信等相关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许在

新的一年，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全新的飞行

器。它们可以帮助人类实现短途出行、观

光游览等个人需求。我们也将迎来更多城

市用空中飞行作业平台，帮助人类解决高

楼灭火、应急处置等核心城市痛点问题。

期待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在城市空中畅游

出行。

科技才是出行业的“变革
助推器”

香港中文大学人工智能专业 白浩男

回 首 2021 年 ，中 国 出 行 业 再 度 步 入

“快车道”，取得了亮

眼的成绩。值得注意

的是，出行领域的迅

猛 增 长 不 仅 源 于 疫

情 平 稳 后 的 客 流 回

暖，新政策与新技术

的 引 入 更 是 为 全 行

业 带 来 了 新 的 增 长

点，“绿色出行”“智

慧出行”已悄然成为

当前出行领域的热门词和关键词。

无论是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销量，

还是实现 5G 信号全覆盖的高铁，种种变化

都蕴藏着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高度

重视。不难预见，未来，科技将继续主导出

行业的发展，并为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更

多新变化。

展望未来，在绿色消费理念与碳中和

目标的共同推动下，新能源汽车势将取代

燃 油 车 辆 ，成 为 未 来 乘 车 出 行 的 首 选 。同

时，随着移动网络与车载芯片的进一步发

展，“车联网”亦将逐渐步入现实。每辆汽车

将不仅是代步工具，还是以车辆为单位的

复合信息系统，凭借智能座舱颠覆原来的

驾乘体验。

与此同时，在空陆运力已能逐步满足

大众出行需求的当下，与信息化接轨的公

共出行亦将成为大势所趋。小到悄然出现

在公交车厢中的充电插座，大到空中 WiFi
全覆盖，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改变预示

着更多技术创新，也预示着更便捷的出行

体验。

5G、大数据加持 自动驾
驶加速进入生活

安徽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 张江华

各种各样的出行方

式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

常 生 活 中 ，近 年 来 出 行

方 式 变 化 之 大、变 化 之

快 不 禁 让 人 发 问 ：“ 将

来 ，我 们 的 出 行 方 式 又

会发生哪些令人意想不

到的变化呢？”没有人能

预 知 未 来 ，但 当 看 到 飞

驰在铁路上的“钢铁巨兽”时，我对未来的

出行方式又产生了新想象。

2022 年，智能驾驶正逐步走入人们的

生活，L2 级自动驾驶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让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可以设想的是，在

5G、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未来，更高级

别的自动驾驶将大大提升人们出行的安全

性，让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大幅降低，让城

市交通更加通畅。

在 高 铁 上 看 冬 奥 直 播
5G 让旅途有了更多可能

上海海事大学工业设计专业 金 俊

近日，一则 5G 列车

的 新 闻 吸 引 了 我 的 注

意 。为 了 迎 接 2022 北 京

冬 奥 会 ，冬 奥 列 车 暨 高

铁 5G 超 高 清 演 播 室 在

京 张 高 铁 清 河 站 上 线 。

首 发 冬 奥 列 车 上 ，由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相

关单位创新建设的高铁

5G 超高清演播室正式运行。这是全球首次

在 350 公里时速的高铁列车上，依托 5G 技

术打造超高清直播演播室，实现超高清信

号的长时间稳定传输。

其实，近年来自己乘坐高铁出行时就

发现，手机信号强度比以往有了明显改善。

未来，我希望实现 5G 覆盖的列车能够越来

越多，让旅客们在飞驰的高铁上也能畅游

“云端”。

“出行靠刷脸” 智慧民航
让出行更高效

南昌理工学院机械专业 吴文浩

刷 脸 支 付 、刷

脸乘车 ..... 如今，随

着面部识别等技术

的发展，“出行一张

脸 ”正 逐 步 成 为 现

实 。在 乘 坐 民 航 出

行 时 ，刷 脸 出 行 也

被越来越广泛地应

用 。通 过 实 际 的 体

验 我 发 现 ，与 传 统

的检票方式相比，在机场安检时，刷脸出行

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我希望，随着智能化应用的关键性突

破，未来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国内机场全面

支持“一张脸”全流程服务，让人们的出

行生活可以不再那么依赖手机，“全靠一

张脸”。

畅享新体验 00后更期待哪些出行新场景
青年说（第79期）

2022 年春运期间，民航业共运输旅客 3982 万人次，日均运输旅客 99.6 万

人次，比 2021 年春运同期增长 12.5%，比 2020 年同期增长 3.8%。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针对今年春运特点，设立安检“无障碍通道”，方便老人、

幼儿、孕妇及其他身体不适的旅客快捷过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许亚杰

“现在国内车市过度内卷，出 10 台新

车就有 9 台 SUV，大家都在不断地‘军备竞

赛’。”某车企负责人在去年年底发出的这

番感慨言犹在耳，2022 年新一轮市场拼杀

就已拉开帷幕。

2 月 28 日 ，长 安 汽 车 第 二 代

CS75PLUS 举 办 上 市 发 布 会 ，新 车 共 推 出

两个动力版本的 6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12.49 万-15.49 万元。

从 爱 信 8AT 到 贯 穿 式 流 光 LED 前 位

灯，从 12.3 英寸双联屏到 540°高清全景影

像，从巨幕全景天窗到 6 安全气囊，第二代

CS75PLUS 用 这 六 大 全 系 标 配 ，吹 响 了 自

己作为“明日座驾”跻身主流 SUV 赛道的

冲锋号。

此外，为了给用户带来高价值产品体

验，长安汽车还准备了最低 0 首付及至高

4000 元的置换补贴、首任车主享发动机核

心零部件终身质保、OTA 升级终身免费、

基础流量终身免费等“新车礼包”。

“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正面临着心智

竞争、产品竞争与营销竞争，不转型就无法

生存。”早有业内专家提醒说，自主品牌必

须实现由数据驱动的用户直联流量和温度

运营，同时实现产品服务多元化和场景化

渠道设计。

一边是中国汽车市场进入存量竞争时

代，尤其是围绕 SUV 市场的争夺空前白热

化；另一边则是新造车势力或新汽车品牌

不断涌现，同时大众、丰田、宝马、奔驰等国

际汽车巨头纷纷加码中国市场。总之，在被

数字化、智能化和电动化裹挟的汽车赛道

上，面向年轻消费者的 SUV 细分市场，无

疑就是中国自主品牌的必争之地。

与用户寻找共创价值，长
安 借“明 日 座 驾”打 响 升 级 的
算盘

“长安 CS75 系列自 2014 年上市以来，

以超过 150 万辆的销量表现，成为市场上

最受欢迎的 SUV 产品之一。”长安汽车副

总裁杨大勇告诉记者，自 1 月 18 日开启预

售 以 来 ，第 二 代 CS75PLUS 已 收 获 23575
辆订单，“这再次证明了用户对长安汽车、

对 CS75 系列的认可与支持”。

耐人寻味的是，长安汽车在此次发布

会首次引入“共创”概念。在现场，CS75 用

户原创的诗歌《常伴七五》、CS75 家族专属

歌曲《明日新世界》，以及根据 CS75 用户真

实故事改编的微电影《爱的进阶》等一系列

“共创内容”的精彩演绎，生动传递了 CS75
用户对明日的美好期待。

作为企业代表，杨大勇不仅与 3 名“明

日伙伴”用户代表联手揭秘新车上市价格，

还在现场朗诵了一封《致 150 万 CS75 用户

的感谢信》，试图引发企业和用户心与心之

间的共鸣。

此前，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公开

表示，中国主流汽车品牌已经取得长足进

步，“一是技术能力已经全面构建，从整车、

车身、底盘、发动机到变速器等核心部件已

完全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二是产品创新持

续不断，中国品牌已经形成了造型美、颜值

高、技 术 配 置 高、新 技 术 应 用 多 等 品 牌 特

征，满足了中国市场消费者升级的需求；三

是中国品牌汽车的质量达到甚至已经超过

了一些国际品牌，主流品牌的千车故障率

已经超过国际品牌的平均水平。”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 中 国 品 牌 乘 用 车 销 售 954.3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3.1%，市 场 份 额 达 44.4%，同 比

提升 6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品牌新能源乘

用车销售 247.6 万辆，同比增长 1.7 倍，占新

能源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74.3%。

在终端消费日渐活跃的同时，自主品牌

更需要闯出一条“销量上升、品牌向上”的新

路子。其中，在汽车智能化的行业变革浪潮

中，自主品牌抓住机遇，充分发挥了自己“离

中国消费者更近”的优势，抢占市场。

据介绍，围绕车主在智能化时代的更

多场景需求，第二代 CS75PLUS 搭载了集

成 40 余 种 精 细 化 场 景 服 务 的 梧 桐 车 联

TINNOVE 进阶版。

“借助多场景语音控制、智能手势控制

等功能，车主使用语音、手势等情感化交流

形式，就能畅享梧桐车联的海量生态资源，

并实现导航、车窗天窗开闭等操作。”长安

汽车产品经理介绍说，对车主来说，这样一

辆既能听懂指令，又能看懂手势的新车，更

是一位更懂自己的“贴心伙伴”。

此外，为了解决用户用车场景中常见

的“停车难”问题，第二代 CS75PLUS 创新

搭载 APA5.0+遥控代客泊车系统，在视野

不佳的停车场中可帮助车主智能寻找 20
米以内车位，车主通过手机 App 和实体钥

匙，就能一键完成遥控泊入、直进直出等停

车操作。

得 益 于 循 迹 倒 车 功 能 ，第 二 代

CS75PLUS 还能自主记录停车前的最后一

段轨迹（不超过 50m），在狭窄街巷等无法

观察后方的路况下，车主一键即可启动实

现循迹自主倒车，让倒车变得更轻松、便捷

和安全。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第 二 代 CS75PLUS
的“星际智慧座舱”中，拥有 Face ID 人脸

识别功能的新一代 IMS 智能交互系统得以

大显身手。从用户坐进车内的车主在手握

方 向 盘 的 那 一 刻 起 ，认 出 车 主 的 第 二 代

CS75PLUS，就 能 根 据 其 对 车 主 驾 驶 习 惯

的记忆，自动完成座椅、方向盘等车辆功能

设置，车主轻踩刹车即可启动车辆。

在 行 驶 过 程 中 ，第 二 代 CS75PLUS 还

能 通 过 对 驾 驶 者 眨 眼 和 打 哈 欠 的 频 次 识

别，精准判断并及时干预车主疲劳驾驶，确

保行车安全。同时，第二代 CS75PLUS 首发

的智能 W-HUD 基于视觉算法实现了只

有少数搭配 AR-HUD 的车型才能做到的

高度自适应，实时分析驾驶者的坐姿高度，

以及眼球的视野位置，使 9 英寸范围内的

显示信息在用户落座时，时刻处于最佳视

角，让专注驾驶的车主无需分心也能轻松

阅读重要信息。

根 据 国 际 数 据 公 司（IDC）的 预 测 ，

2035 年 全 球 智 能 驾 驶 汽 车 产 业 规 模 将 突

破 1.2 万亿美元，而中国智能驾驶汽车规模

将超过 2000 亿美元。

因此，有业内专家提醒说，中国品牌要

抓住未来 3-5年发展的机遇期，加速在汽车

智能化赛道上突破创新，通过产品和服务

的价值助力品牌向上，“中国汽车品牌效率

高、服务好，在许多方面优势明显。我相信，

未来 10年将会诞生世界级的中国品牌。”

用“明日科技”撕去刻板印象

曾几何时，人们印象中的自主品牌新

车多为“跟随者”甚至“模仿者”，似乎很少

成为市场潮流的“领跑者”。但随着近年来

不少搭载了“黑科技”和新潮设计的新车推

出，这种对自主品牌的“刻板印象”正在被

逐步瓦解。

例如，随着中国汽车文化的日益成熟，

用户对动力性能的需求也日益凸显。第二

代 CS75PLUS 全系标配豪华品牌同平台的

爱信 8AT 变速器，集可靠稳定性高、换挡

平 顺、响 应 迅 捷 等 诸 多 优 点 于 一 身 ，提 供

Normal/ECO/Sport/自 定 义 等 4 种 驾 驶 模

式，可适应城市街道、泥地、山路、高速等各

种路况环境。

为了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动力需求，第

二 代 CS75PLUS 提 供 了 蓝 鲸 新 一 代

NE1.5T、蓝鲸新一代 2.0T 两款发动机版本

的 车 型 。其 中 ，蓝 鲸 新 一 代 NE 1.5T 发 动

机最大功率 138kW，最大扭矩 300N·m，综

合 油 耗 低 至 6.4L/100km。而 在 搭 载“ 爱 信

8AT+蓝 鲸 新 一 代 2.0T”黄 金 动 力 组 合 的

情况下，第二代 CS75PLUS 最大功率可达

171kW，最大扭矩达到 390N·m，用强劲动

力带来更多驾驶乐趣。

作为一款面向未来的“明日座驾”，第

二代 CS75PLUS 在设计上进一步发扬“新

科技智慧美学”的前瞻理念。全系贯穿式流

光前位灯由 61 颗 LED 构成，通过镭雕为用

户带来了流光璀璨的视觉感受。全新设计

前格栅、战机式四出尾排、动感能量轮毂等

元素的应用，让该车充满了向未来进发的

灵动之势。

安 全 方 面 ，第 二 代 CS75PLUS 打 造 了

超高强度车身、全系标配 6 安全气囊等被

动安全配置，同时还搭载 540°高清全景影

像、IACC 全速段智能巡航系统、AEB 紧急

制动辅助系统、LDW 车道偏离预警等多项

主动安全科技。

有人说，“不张扬也绝对不简朴”的消

费观，正渗透进 90 后、00 后年轻消费者日

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这个角度看，一台高

品质汽车不仅象征着工业生产水平、企业

体系能力的进步，同样也符合年轻消费者

对生活价值观的新理解。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与芯片短缺给车

企生产带来的双重压力下，自主品牌经受

住 了 考 验 。站 在 CS75 系 列 累 计 销 量 突 破

150 万辆的高度上，第二代 CS75PLUS 再次

出发，这表明以长安汽车为代表的中国自

主品牌汽车，正以更快的速度抓住中国消

费者不断升级的需求，并用更智能化、更高

品质的产品打动年轻消费者。

杨大勇表示，作为长安汽车重磅打造的

“明日座驾”，第二代 CS75PLUS 通过动力、

设计、智能、安全的全方位向上升级，深度满

足了用户通向美好明日的产品价值需求。

他 憧 憬 说 ：“ 在 正 式 上 市 后 ，第 二 代

CS75PLUS 还 将 进 一 步 夯 实 CS75 系 列 在

SUV 市场的领先地位，给广大用户带来更

为精彩的品质汽车生活。”

长安第二代CS75PLUS入局SUV“科技竞赛”

自主品牌要在汽车智能化大变局中当好风向标

在 全 球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与 芯 片 短 缺 给 车

企 生 产 带 来 的 双 重 压

力下，自主品牌经受住

了考验。站在 CS75 系

列 累 计 销 量 突 破 150

万辆的高度上，第二代

CS75PLUS 再 次 出

发，这表明以长安汽车

为 代 表 的 中 国 自 主 品

牌汽车，正以更快的速

度 抓 住 中 国 消 费 者 不

断升级的需求，并用更

智能化、更高品质的产

品打动年轻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