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本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岗
电话：（010）67604554 67604747

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微 报 眼

2020年12月24日
星期四

总第7871期
第4930期
今日4版

CONSUMPTION DAILY

A 版

● 消费日报社出版 ●社长、总编辑：李振中 ●副社长：刘和清 ● 副总编辑：刘 丁 赵 曦 ● 主编：赵 曦 ● 实习编辑：暴梦川 ●新闻热线传真：67604999 ● http: //www.xfrb.com.cn
● 北京市丰台区定安东里20号楼 邮编：100075 ● 监督电话：67604747 ● 总编室：67605115 ● 广告处：67604888 ● 发行处：67604545 ●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 照排：网络照排中心

■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57 ■ 代号81-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第0054号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合 作 共 赢 ，共 创 未 来

欢迎订阅2021年《消费日报》
季价63元，全年定价252元

发行电话：010-67604545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消费日报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举办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管主办
信息传播定位：产业基础上的市场化表述
综合服务平台：为行业企业品牌提供服务

邮发代号81-9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57

20多年前，我患上罕见的视网膜
疾病，短短半年，视力直线下降，几近
失明。15岁考上大学，又到中科院读
研究生，我是村里孩子的榜样，是父
母的骄傲。可还没来得及憧憬未来，
就遇上了从未料想过的情况。眼疾
让我心情失落、脾气变坏。我回到山
东老家，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失去光明不是失去一切，怕的是
从此与外界隔绝。在黑暗中徘徊、摸
索一段时间后，我四处寻找出路，来
到了北京市盲人学校当特教教师。

在那里，我接触到读屏软件，开始很
不习惯，听和看毕竟不一样。熟练之
后，我就能和健全人一样使用电脑
了。我用电脑备课，用电脑了解世
界，仿佛打开了新“视”窗。

信息无障碍建设的广泛覆盖，让
我重拾工作生活的感觉，更让我找到
了自己的价值。这些年，移动互联网
发展迅猛，手握一部手机能走遍天
下。我也能和普通网民一样，在社交
软件上和朋友语音聊天，在网购平台
上一键下单，可以听着导航独自走到

公交车站，可以沉浸在能读出来的、
听不完的电子书书海里……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考虑到视障群体的
特殊需求，对这些网站、手机应用进
行信息无障碍改造，才让我们能够自
由地融入互联网生活。我很感激，也
希望更多企业关注、参与信息无障碍
建设。

我们非常渴求新技术，它拉近了
我们与时代的距离。我很幸运，社会
没有抛下我们，新技术没有抛下我
们。调到中国盲协工作后，与天南海

北的盲友交流，我更加懂得信息技术
对于视障群体的意义。我们正在通
过培训，帮助视障群体了解信息无障
碍，学会使用手机。

我的工作稳定下来后，父亲来北
京住了一段时间。看到我工作、生活
和健全人没什么两样，他放下心来。
我不知道这么些年，岁月又在父亲脸
上刻下了什么。但我知道，这来之不
易的生活，是社会进步与个人努力的
结果，也是他乐于见到的。

（李庆忠 作者为中国盲协主席）

新“视”窗点亮精彩生活

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淘文）“食品+
酒”从最初的混搭茶饮和预调酒饮，到现
在扩展至饼干、冷饮、薯片、月饼，微醺的
风已经渐渐席卷了整个食品行业。数据
统计，2019—2020年在中国市场上出现
了至少出现了14款含酒精零食。

在生活水平提升与品质化消费需求
的促进下，消费者对于休闲零食的选择也
愈发挑剔，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跨界就
成为了最好的媒介。一时间，给零食“加
点酒”成为食品行业新的流量担当和营销
噱头。

据医学杂志《柳叶刀》报道显示，全球
每名成年人每年的酒精摄入量从1990年
的5.9升上升到1997年的6.5升，预计到
2030年将增长至 7.6升。中国成年人的
平均饮酒量到2030年预计将超过10升。

尽管年轻消费群体的整体酒精摄入量持
续增加，但是他们对于酒精的态度和摄入
方式，却从单纯的“直饮”，变得更加多元
化和时尚化。

在中酒协“适量饮酒 快乐生活”的持
续宣传下，“不醉不归”的传统酒桌文化早
已过时，年轻消费者对于酒饮及含酒精食
品的选择更倾向于个性化选择，含有少量
酒精的食品和饮料，既满足他们了“微醺”
的酒后感受，有能够有效的控制酒精的摄
入，达到了健康与口味的有机结合，打通
了年轻消费者的“痛点”。

消费环境的转变，也催生出了“食品+
酒”的微醺消费，一些传统酒企纷纷向食
品企业敞开怀抱，通过强强联手，谋求品
牌转型。例如，钟薛高联合泸州老窖和马
爹利推出的“断片”和“度数”雪糕，吸引了

一批年轻消费者的关注，与之相关的微博
话题阅读量，短时间内就达到1.5亿，吸引
超过4.5万网友的热议。在今年的中秋市
场，泸州老窖与爱达乐食品推出的“酒香
五仁川皇酥”含酒精月饼，为曾经的月饼
界“黑暗料理”大五仁馅，注入了“醉美中
国风”。

酒精自带话题流量的属性，为食品行
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在线上不断“种
草”的持续推动下，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
者的关注与青睐。“酒食联姻”满足了传统
食品行业和企业，谋求品牌年轻化转型的
诉求，以新产品与新兴消费群体建立有效
的沟通方式，以此改变传统品牌在新一代
消费者心中的认知。

然而，也有声音对此表示担忧，食品
“加点酒”的卖点，虽然可以吸引大批消费

者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产品而言，“酒食
联姻”只是加分项，而并不是必选项。

业内人士指出，“酒食联姻”在短时
间可以制造一定的话题流量，但是其产
品本身也具有局限性，企业首先要保证
产品的安全性与合规性。此外，由于酒
类特殊的产品属性，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食用。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食品都适合

“加点酒”，企业应在如何把握产品尺度
方面，需要更准确的市场定位和更清醒
的预判。另外，从网络传播的角度上看，
很多“网红爆款”都难逃“昙花一现”的结
局，消费者短时间获得的新鲜感和刺激
感，最终会因同类化产品的大量泛滥和
一成不变的营销方式而感到无趣。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表明，1—11月，全国城镇新
增就业 1099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122.1%。今年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并好于预期，离不开一系列保就业政策的实
施，也得益于新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岗位。在拓宽
就业渠道、增强就业弹性、增加劳动者收入等方面，新就业形
态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不少人就业的新选择。

新就业形态是什么？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莫荣看来，新就业形态与互联网等新科技息息相
关，是有别于标准就业和传统灵活就业的平台化组织用工和
劳动者就业新形态。

“随着网络数字平台的大量涌现，原本招用 1 个工作人
员的工作，被拆分成 10个、100个甚至更多的工序和任务，通
过互联网平台分包，让很多劳动者一起来承担这些任务，从
而造就一批新的就业形态。”莫荣说。

这种新，体现为一批新就业岗位的涌现。
“比如网约车平台，就催生了网约车司机、司机服务经

理、自动驾驶路测安全管理员、自动驾驶测试驾驶员等新的
就业岗位。”滴滴出行相关负责人冯馨说。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
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 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
企业员工数已达 623万人，比上年增长了 4.2%；平台带动的
就业人数约 7800万人，同比增长 4%。

这种新，也体现为全新的就业模式。
位于福建的一家食品公司有 400 名特殊的员工。“他们

全部都是从欣悦餐饮管理公司派遣过来的，给我们解了难
题。”公司人事部经理李建平说。此前，受疫情影响，部分员
工无法及时返岗，影响企业复工复产。

福建省晋江市工商联加强引导和服务，推动会员企业进
行员工余缺调剂。“我们还严把安全关，新用人单位与原用人
单位及员工签订三方协议，避免出现权责不清的情况。”晋江
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郑科伟说。

新就业形态能量有多大？
莫荣介绍，我国 1亿灵活就业者中，约 7800万人选择依

托互联网的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容量大，部分岗位门槛
不高，能够助力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增收。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单，每月收入就能超 8000
元。”今年 24 岁的李松来自云南省镇雄县。去年，由于哥哥
病情加重，母亲也患有重病，为更好照顾家人，李松从打工地
返回昆明，加入了外卖配送队伍。

在今年 1—5 月新加入美团的 107 万外卖骑手中，有 7.3
万为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平台就业规模大，有的就业门
槛较低，可以实现精准就业扶贫。”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主任张成刚说。

进出自由，新就业形态具有灵活性与兼职特性。“新就业
形态可以帮助重点群体实现灵活就业与长期就业相结合，保
障其个人收入有延续性。”张成刚说。

同时，新就业形态的灵活性，也吸引了大量有本职工作
的人参与共享经济，获得额外收入。阿里巴巴新服务研究中
心主任张瑞东介绍，据某外卖公司数据显示，56%的骑手拥
有第二职业，其中 26%是小微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

“通过兼职送外卖，骑手平均每月可以多赚超过 2900
元，16%的骑手每月多赚 4000—6000元，这些收入平均占到
家庭总收入的 40%。”张瑞东说。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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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满足多元化需求

给零食“加点酒”成新流量噱头

本报讯（记者 王薛淄）日前，中国
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发布了《物联网新
型基础设施 智慧灯杆标准化白皮书》，在
分析智慧灯杆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重点从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
准全面梳理智慧灯杆的标准化现状，并对
未来标准化工作提出建议。

2020年以来，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党中央、国务院至
少5次提到要加快“新基建”部署步伐，智
慧灯杆作为物联网“新基建”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成为各部门关注的重点。2018
年到 2020年期间，国家相关部委发布的
推进电信基础设施方面指导意见中，均
提及基站与路灯、监控、交通指示等杆塔
的集约利用和共享共建。2020年 1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开展人行
道净化和自行车专用道建设 工作的意
见》，明确指出推行“多杆合一”、“多箱合
一”和“多井合一”，集约设置人行道上
各类杆体、箱体、地下管线等，逐步将人
行道上各类 设施有序布制在设施带

中。这些政策为智慧灯杆产业发展和部
署应用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智能杆市场
规模为 57.5亿美元左右，2020—2024年
全球智能杆市场规模将增长 79.7 亿美
元，达到 137.2亿美元左右，年复合增长
率达到 19％。具体到我国，2019年我国
城市道路照明灯杆保有量约为 2935 万
盏；若2020—2025年，我国城市道路照明
灯杆数量保持5%的增速，预计2025年城
市道路照明灯数量将达到 3923.4万盏，
而一盏物联网市电智慧路灯的改造成本
为 3800元，即改造成本可在三年多的时
间，以节省能源成本和维修费用的方式
返还，2020年中国智慧路灯市场规模将
达到350亿元。

但由于智慧灯杆是多学科多领域交
叉融合的产品，涵盖市政、交通、公共安
全、环境和照明多个方面，跨领域、跨专业
属性明显，与市场前景可期相对应的是智
慧灯杆系统化标准的缺失。

《白皮书》显示，在标准化建议方面，

着眼于智慧灯杆产业未
来发展需求，针对智慧
灯杆产业规范化发展、
规模化部署的新形势和
新需求，建议从统一概
念认识、增强相关产品
系 统的互联互通、科学
指导智慧灯杆的建设、
构建合理的评价评估体
系等多个维度着手，积
极发挥标准最大价值，
共同打造智慧灯杆产业
生态, 积极推动智慧灯
杆健康有序发展。从推动标准化协调工
作机制的建立，加强智慧灯杆基础共性
标准研制，加强智慧灯杆标准化人才培
养，打造智慧灯杆产业生态等几个方面
做出了建议。

针对智慧灯杆功能繁多，涉及厂商
种类、数量较多，《白皮书》建议供应链环
节上传感器、LED照明及LED显示屏、身
份识别、监测设备、可视化终端、安防设

备、新能源充电桩、基站制造及杆塔供
应、智慧灯杆成品、通信网络运维等相关
企业应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供
应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局面，构建开放、
合作、共赢的智慧灯杆生态圈。其中，

《白皮书》特别指出，未来我国需要从整
机设备、核心芯片、安全运营服务等板块
入手加快产业布局，提升我国物联网安
全产业核心竞争力。

《智慧灯杆标准化白皮书》发布
共同打造智慧灯杆产业生态

《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发布
本报讯 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同时

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表示，如今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交
通大国，正在向交通强国迈进。

“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3.9万公里，其中高铁超过3.5万公里，位
居世界第一；公路里程501.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5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生产
性码头泊位2.3万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2520个，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
万公里，也是世界第一。”刘小明介绍。

作为新兴消费业态，夜间消费已
成为各地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12 月 23 日，银联商务旗下

“银杏大数据”发布的“银杏夜间消费
复苏指数”显示，全国夜间消费规模
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一线、新一
线城市夜间消费最为活跃：今年 3 月
至 11月末，成都市夜间消费复苏指数
稳居全国首位；截至四季度，武汉市
夜间消费规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
期水平。

银联商务全国重点商家的数据

监测显示，第一季度全国夜间消费总
额较同期下降超 40%。5 月，国务院
印发《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疫情防控迈
入常态化阶段，社会秩序回归正常，
居民消费信心提升，消费促进政策不
断加码。第二季度夜间消费总额较
第一季度环比增长近 70%，夜间消费
复苏指数迅速提升到 86.5。三、四季
度夜间消费持续平稳恢复，夜间消费
复苏指数已达 102.0、104.5。

（魏 晞）

夜间消费规模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