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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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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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月30日
星期一

总第8377期
第5436期
今日4版

CONSUMPTION DAILY

A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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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消费日报社出版 ● 副社长、总编辑：赵 曦 ● 副总编辑：刘 丁 张丽娜 ● 实习编辑：解 磊 ●新闻中心电话：67605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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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00827 ● 总编室：67605115 ● 广告处：67604888 ● 发行处：67604545 ●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 ● 照排：网络照排中心 ● 零售价：1元

去年前十月我国眼镜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近15%

本报讯 据海关总署网站数据测算，2022年1—10月眼镜产品出口约60.89亿美元，
同比增长14.93%；进口13.13亿美元，同比下降6.35%。

其中，成镜出口金额32.08亿美元，同比增长21.1%；镜架出口金额15.02亿美元，同
比增长14.99%；眼镜片出口金额 11.39亿美元，与同期基本持平；角膜接触镜出口金额
0.77亿美元，同比增长 39.85%；眼镜零配件出口金额 22.94亿美元，同比增长 19.13%。

（三 石）

回眸回眸20222022新春走基层

□ 本报实习记者 解 磊

“家人们，知道什么是‘海南风情’
吗？白沙绿茶、深海马鲛鱼、海南咖啡、
儋州红鱼、澄迈胡椒……这些都是从海
南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中小微青
年创业企业的产品中精心挑选的，春节
期间走亲戚送一盒，既特别又有意义。
准备好了吗？马上上链接！”晚上 8点，
一场主打助农年货的直播渐入高潮，主
播刘成成对着镜头侃侃而谈，三言两语
就完成了“吸引停留”“产品推介”“数据
转化”的直播操作，忙中丝毫不乱。

这场直播的策划者凌清雅在幕后
对刘成成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她告诉记
者：“不愧是‘持证上岗’的直播销售员，
直播技能特别熟练，团队配合也有条不
紊，完全不出差错。”

凌清雅口中的“持证上岗”指的是
什么“证”？她告诉记者，刘成成持有的
是直播销售员证书，直播销售员是新职
业互联网营销师的四大工种之一。作
为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并不完全等同
于公众熟知的“带货主播”，而是已分化
出包括选品员、直播销售员、视频创推
员与平台管理员在内的四大工种。一
场直播的成功，需要各类工种之间的密
切配合。

正如她所言，从观众的视角看，出

现在手机屏幕上的只有主播一人。但
若把镜头对准直播间，这其实是一场紧
密配合的团队战。

人均观看时长、成交转化率、粉丝
复购率……运营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
数据，根据流量和交易趋势提醒主播调
整策略和话术。另一台电脑前，平台管
理员手指上下翻飞，按照主播的指令操
作产品的上下架、修改价格、发放优惠
券；一旁的场控则穿梭忙碌，一边帮主
播传递样品和道具，一边在评论区和粉

丝互动，并向主播实时反馈。
凌清雅告诉记者，直播就像拍电

影，运营人员相当于导演，负责制定脚
本和现场统筹；主播就像演员，负责出
镜推介商品；而场控如同场记，机动性
较强，这三个岗位属于直播销售员工
种。平台管理员则居于幕后，负责网店
后台和发货管理。直播间之外，除了需
要选品员根据电商销售逻辑选出不同
产品，还需要视频创推员把控账号的定
位、日常输出优质短视频、为直播预热

宣传、发布直播切片和花絮视频，为直
播带去更多流量。

“有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心里也
多了一些底气，让自己对职业有了更多
认同感，对行业发展充满了信心。”刘成
成告诉记者，职业技能等级认证不仅让
自己提升了理论和实操能力，而且提高
了行业的门槛，过滤掉一些“冒牌”主
播，强化从业者的红线意识，让行业进
入更加规范的轨道。

据了解，近年来，直播电商迎来快
速发展，不仅拓展了传统产业的营销
渠道，还带来了新的巨大消费场景，并
催生了一系列围绕直播电商产业出现
的新就业形态。人社部曾预测，到
2025 年，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的人才
需求缺口可达 4000 万人。2021 年 11
月 2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共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向社会颁布
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承担、中国轻
工企业投资发展协会主笔编制的《互
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以下
简称《标准》）。《标准》推进了新职业互
联网营销师适应性，扩大了新职业认
知，拓宽了灵活就业人群职业道路，推
动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及考核工作的
开展，促进了互联网营销行业的规范
健康发展。

□ 本报实习记者 闫 利

自1月1日以来，云南省昆明德和罐
头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和罐
头”）专卖店里前来选购罐头的消费者络
绎不绝。

“喜欢买午餐肉罐头，吃着就感觉肉
质好，售货员说罐头用的黑猪肉，养了
200多天，还是吃板栗长大的。”在不少前
往德和罐头门店购买罐头的消费者心
中，德和罐头是当地的百年老品牌，食品
安全比较有保障，买了也放心。

家住昆明的杜海燕已经在德和罐头
工作7年了。作为德和罐头公司专卖店

店长，她直言：“每年春节都是厂里最忙
碌的时候，一般在年前一个多月就要开
始准备年货的保供工作了。春节期间，
消费者对于肉类食品的需求逐渐增加，
我们也会提前针对相关的产品做好生产
供应的准备。”

猪肉，是很多午餐肉罐头的“重头
戏”，而提到云南的猪肉，宣威火腿全国
闻名。不同于其他地区生猪出栏标准体
重约为120千克至130千克，宣威地区的

养殖户更倾向于养殖150千克以上的大
肥猪，而这样的养殖习惯，造就了肌间脂
肪更丰富的猪肉，也吸引了很多食品企
业在这里选购原料，德和罐头也不例外。

德和黑猪养殖基地的员工介绍，在
源头生产方面，德和于 2021年在宣威
市务德镇建成 236亩云南省最大的特
色黑猪养殖示范基地，能达到年出栏 3
万头特色“云务黑猪”。此外，德和罐头
在宣威市热水镇建立的黑猪养殖基地
重点发展生猪代养产业，鼓励当地村民
当代养户，参与养猪，也为他们提供了
一些养殖场的工作机会，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村民的收入，促进了村子经济效
益的增长。

据了解，集研发、制造与生产为一体
的昆明德和食品智造基地在五华厂口产
业园完成封顶仪式，项目预计在2023年
完成竣工投产，投产后可实现日产罐头
50万罐，达到目前产能的10倍。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了自建的黑猪
养殖基地、自有的宣威火腿工厂以及自
有的食品智造基地。”德和罐头市场总监
李爽说，从猪种选育、火腿发酵到罐头制
造，德和罐头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

业链，产品全程可追溯，品质得到有效的
控制。

质量有保证，销售也要跟得上。德
和罐头内容运营部经理苏冠南介绍：

“电商模式的迅速发展成就了我们全新
的销售模式。现在我们的产品除了在
门店售卖以外，网上的各大平台也能够
买到，而且我们在抖音、天猫、京东这些
平台都开设了官方直播间，在外求学、
工作的人们也能够更容易地品尝到家
乡的味道。”

新年新气象，德和罐头市场部产品
经理张蕴韵对罐头产品的发展充满了信
心：“新一年的目标，首先是进一步丰富
黑猪午餐肉系列的产品线，除了罐装午
餐肉之外，做出更多好吃的、健康的、符
合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食物和多元化生
活的食品，此外，要继续深度联合研发中
心，重视食品安全，让消费者吃到更多健
康营养无负担的食品。”

作为老字号，德和罐头在生产模式
和经营模式上的创新是众多罐头企业的
缩影。罐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还在不断
推进，正如张蕴韵所言，期待未来罐头产
业能在发展中让罐头脱离“难开难启”的
标签，不断拓宽罐头产品的使用场景；期
待罐头产品能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重大
革新，改变现有消费者对罐头产品“不健
康”“不好开”的刻板印象。

□ 本报记者 贾淘文

过去的 2022年，我国白酒行业开启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消费市场的内部变革、生产方式的转变，都为
这个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无数可能。在白酒产业跨古越
今的传承中，各个酒企持续不断的创新换来与时俱进的品牌活
力。

中国酒业协会表示，过去的2022年，我国白酒行业经历了新
国标、技术、营销、渠道、产品等多方面的创新变革，行业竞争愈发
激烈。2023年，中国酒业协会将继续做中国酒业创新升级的引
领者和推动者，在充满曙光的白酒行业发展道路上砥砺前行、扬
帆起航。

技术创新：酿造工艺不断更迭

作为一门相当尊重传统工艺的食品酿造科学，白酒的传统酿
造工艺在产品生产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科技发展与现
代工业的成长，白酒的酿造工艺也在不断更迭。

新国标推动白酒健康发展。2022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两项国家推荐性标准《白酒工业术语》《饮料酒
术语和分类》正式实施，该标准在规范白酒市场秩序、保护传统、
促进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国标对白酒生产端的规范
更加细致，有助于防止白酒生产酿造中出现以次充好、模糊粮食
酒概念等行业乱象。

五粮液科研成果屡现成效。2022年 12月，中国白酒重大科
技成果名单发布，五粮液与江南大学徐岩教授团队联合攻关项目

《浓香型白酒老窖泥主体己酸菌新种“JNU-WLY1368”菌的研究
及其应用》、五粮液与江南大学陈坚院士合作项目《五粮液包包曲
酶系指纹图谱解析及产酶微生物群落分析》、五粮液与中国食品
发酵工业研究院合作项目《五粮液白酒及其功能成分对细胞活性
的影响研究》等科研成果入围。目前，这些项目成果已通过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项目成果具有国际领先水
平，对我国白酒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营销创新：唤醒白酒市场活力

2022年，外部压力与市场大环境变化对酒业带来冲击，中国酒业迎难而上、砥砺
前行，推出一系列营销创新案例，以创新营销手段不断唤醒中国白酒的市场活力。

国窖1573发布创意微电影。2022年7月，国窖1573联手时尚先生Esquire发布创
意微电影《冰·JOYS HOTEL》。影片以冰白酒丰富立体的口感层次为灵感，在三个超
现实的置景空间内，将冰镇国窖1573冰爽、柔顺、悠长的三重口感，通过视觉化、艺术
化的展现形式，引领观者进入一场奇境冒险之旅。

洋河开展新春扫码活动。洋河“两个新春”特别活动，以“开瓶扫码、直送福利”的
方式，为消费者带去众多优惠与全新购物体验。洋河通过“一物一码”技术控制费用及
奖励的去向，让消费者更直观、便宜地收到新春福利。据介绍，洋河的扫码活动已经成
为长期的促销活动，从而刺激动销，将消费者引流到店，为终端赋能。与此同时，洋河
通过长期、持续的扫码活动培育消费者的扫码习惯，为新春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用户基
础。

酒鬼酒携手《万里走单骑》。《万里走单骑》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世遗揭秘互动纪实节
目，播出后，其收视率屡创新高，几乎每期节目都能成为“热搜制造机”。酒鬼酒作为

《万里走单骑》的品牌赞助方也收获了可观的流量，其品牌美誉度和品牌价值获得大幅
提升。在《万里走单骑》第一季中，酒鬼酒与节目中的文化名家进行合作，提出了“什么
是中华文明”之问，不仅引发国人对中华文明的思考，同时也将酒鬼品牌带入了全新的
文化空间。

贵州珍酒打造美食纪录片。2022年9月，贵州珍酒携手陈晓卿团队打造美食纪录
片——《拿一座城市下酒》，该纪录片精准对接消费者对“食文化”的浓厚兴趣，制造出
了火爆全网的品牌创新传播佳作。

渠道创新：发力线上直播带货

新零售崛起助力营销渠道变革。2022年，白酒产业的营销渠道也在发生着崭新
的变化。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实体消费的融合更加深入，传统酒业在“新零售时代”发生
变革。在过去的一年里，“i茅台”App横空出世、“五粮液新零售平台”微信小程序上
线、泸州老窖“百调酒馆”开业……2022年新零售正在成为酒企掌握直接终端市场、打
破营销边界、直面消费者的“加速器”。

线上直播影响力增强。2022年，越来越多的酒企认识到了线上直播的强大影响
力和销售力，习酒、国台、金沙等知名酒企，开始发力线上直播带货，通过逐步加码、层
层布局，促进销售阵营积极“上云”。

数字化全面控价分利模式被广泛应用。2022年，数字营销技术在白酒行业的应
用程度进一步加深，基于数字化的全面控价
分利模式成为众多酒类企业的基础应用。
国台、金沙、夜郎谷、舍得都已经导入全面控
盘分利模式，强调管住库存、管住货物流向、
管住费用、管住价格体系，从而维护和提升
品牌形象。此外，BC联动、C端运营也成为
酒企数字营销能力提升的核心。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第十七届中
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组委会获悉，今年
的论坛活动内容丰富，既有专家对政策
的解读，也有对消费舆情的关注，还有
多项分论坛聚焦“她力量”、健康产业、
乡村振兴等热点话题，可谓亮点纷呈。

据了解，除了“3·15消费市场提质
创新优秀案例”主题活动之外，在主论
坛上，论坛组委会将邀请有关部委专
家，立足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针对二
十大报告相关精神进行精准解读，助力
企业于经济大势中知方向，在发展创新
中明战略，在实战操作中赢市场；同时
邀请行业专家与典型企业代表发言，共
话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之道。论坛将
通过邀请企业代表发言，展示企业加快
融入科技、创新、数字化、绿色低碳进程
的成果，引领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充分
发挥新时代企业在消费领域的作用。

主论坛上，组委会将发布和解读消
费红黑榜“十大舆情热点”。据介绍，

“十大舆情热点”是消费日报社联合权
威舆情数据中心，基于2022年消费领域
大数据与舆情社会影响力测算结果共
同梳理出的，现场将邀请专家进行解
读。同时，针对消费市场特别是网络零
售市场存在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消
费欺诈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消费市
场健康互信的消费环境等突出问题，在
消费日报官网高层论坛频道上设置的

“3·15红黑榜上”进行公开曝光。主论
坛现场还将发布“消费市场行业影响力
品牌”“消费市场行业创新品牌”“消费
市场行业创新领军人物”等多个榜单。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当天
的各项分论坛也同样精彩。“她经济 话
未来”女性企业家圆桌会谈将发布“粉
色力量 杰出创新女性”榜单，突出巾帼

“她力量”，为消费市场“她经济”发展注
入活力；“后疫情时代消费格局展望”分
论坛将围绕后疫情时代的消费趋势进
行探讨，邀请专业人士对后疫情时代的
消费格局进行分析，给予企业发展启
示；“美好生活时代的产品之道”主题论
坛将发布“美好生活 消费好品”创新案
例，深入探讨产品应该如何借助科技之
力创新、如何经营高口碑的品质产品、
如何挖掘出产品的文化内涵等相关话
题，助力企业在新时代中高质量发展；
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将深入探讨
中国大健康企业怎样做到“全球新”，深
入分析2023年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大
健康产业探索未来发展路径，并现场发
布健康产业影响力品牌榜单；论坛组委
会还将联合地方政府举办区域推介及
赋能乡村振兴高峰论坛，围绕地方政府
招商引资、乡村振兴与加强区域品牌建

设等方面进行宣推与分享，并在论坛现
场推动政府与相关单位签约及发布“助
力乡村振兴社会责任企业”“乡村振兴
创新实践典型案例”。

该负责人表示，以上榜单将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全国范围
进行案例征集，由主办方联合有关专
家，根据相关指标和评价体系，结合网
络投票和专业评价，择优产生各项目评
价结果，并将在第十七届中国消费经济
高层论坛上为入选案例申报单位颁发
证书。本次论坛将凸显“3·15”系列活
动对消费者权益维护的价值意义，以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惠及民生、促进
和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密切关注消
费产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高效连接
需求侧与供给侧，推动消费产业高质量
发展，增强民生福祉。“新时代，新征程，
新理念，第十七届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
坛将乘着大势，持续推动消费产业的转
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助力更多中国品
牌走向世界，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注入更多动力。”该负责人说。

（解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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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榜单、专题演讲、圆桌会谈……

第十七届中国消费经济高层论坛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