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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农贸市场电子秤“大体检”让百姓买得放心

近日，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看丹街道
市场监管所联合计量科、计量所在辖区3家农贸市场内开展电子秤“大体检”，对
民生关注度较高的海鲜水产、鲜肉、冻
品、散装食品等摊位110余台次电子秤进
行全覆盖检查，确保群众的“菜篮子”拎
得准，买得踏实。一检商户电子秤准确
度。对商户在用电子秤逐台查看，详细
检查摆放位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按时
进行年检等影响计量准确性的关键因
素，并利用标准砝码对电子秤进行计量
测试，检定测量值是否准确。二检场内
公平秤设置情况。执法人员对农贸市场
内是否设置公平秤，以及公平秤设置位
置是否方便合理、公平秤的准确度进行

全面核验。三检计量知识科普程度。向
市场经营户及市场主办方详细讲解了电
子秤的正确使用和日常维护等常识，强
调经营者应规范使用电子秤，按时完成
电子秤检验，坚决杜绝缺斤短两、计量欺
诈等情况发生。在此，丰台区市场监管
局也提示广大消费者：经营商户电子秤
均需定期进行检验，称重时可认准电子
秤上检验标志；购买海鲜等产品时，可尽
量沥干水分防止缺斤短两事件发生；农
贸市场内均设有公平秤，消费时留好消
费凭证，对重量有疑问可至公平秤处复
称，确有问题可找市场管理员或者市场
监管部门处理。

（赵健健）

春节脚步渐近，消费市场热度升
温。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饭店年夜饭预
订火爆，家庭深度保洁服务需求旺盛，年
货采购同样出现明显增长。各地已经开
始筹备各具特色的过年活动，为激活春
节市场做足准备。受访专家表示，透过
春节消费这一观察经济的窗口，可以感
受到消费热度和向好态势，也进一步增
强了市场信心。

餐饮、家政预订紧俏

“除夕晚上的包间都订满了，还有 1
个雅间和大厅。雅间是大厅隔间，用餐
环境也不错。”在问到年夜饭的预订情况
时，北平食府王府井店的工作人员对记
者说。

全聚德前门店的年夜饭也预订完
了。“12月底开始就有客人预订年夜饭
了，包间一周前全都订完了。”店里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预订的客户有老主顾也
有游客，除夕来前门看北京过年的风俗，
再尝尝北京烤鸭，很有年味儿。

记者致电北京的多家饭店，都表示年
夜饭预订火爆，年后聚餐的预订也比较紧
俏。美团数据显示，近一周，北京地区年
夜饭相关订单量周环比增长超1倍。

不只北京，元旦以来，各地年夜饭预
订都迎来明显增长。“包厢都订满了。”

“只剩会议室可以临时调配了。”在厦门
多家酒店里，今年新春年夜饭的预订在
这几天已进入收尾阶段。记者走访发
现，这些酒店早在去年12月初便陆续推
出今年的年夜饭套餐。“我们针对不同家
庭人数推出了多款套餐。”万丽酒店市场
传媒总监魏麒郦告诉记者，年夜饭不再
是传统10人桌的专属，酒店还特别推出
了适合 2—3人、4—6人的套餐，都很抢
手。海景千禧大酒店传媒总监苏榕阳则
向记者透露：“目前酒店已有 20多桌被
预订，很多客人都是吃完去年的年夜饭
就马上预订了今年的。”

中国饭店协会火锅专委会副会长、
中国物流供应链协会特聘专家杨鸥表
示，自元旦以来，餐饮业就逐步进入了旺
季，尤其一些坚持品牌化发展，在食材和
菜品上坚守品质、不断创新的企业，获得
了好的市场口碑，不管是年夜饭预订还
是日常经营上都有反映。

家政服务也是率先迎来预订高峰的
行业，不少人都依循着年前“扫房子”的
传统习俗，把大扫除排上了日程。在山
西太原某小区，家政保洁员宋新旺一大
早就来到客户家中，进行全屋清洁。宋
新旺说，随着春节临近，每天的工作量都
排得满满的。另一位家政保洁员杨志升
则说：“已经忙了十多天了，有些客户想

错过高峰期，提前就把家里打扫了。”
上述两位家政保洁员并非个例，相

关平台统计也印证了春节家政服务需
求的旺盛。58同城本地生活服务数据
显示，作为春节扫除的必做项目，目前
擦玻璃保洁需求量环比上月提升 1 倍
以上，到春节前夕家政服务订单量预计
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40%。美团数据也
显示，1 月以来，家政保洁的搜索量环
比上月增长 88%，大扫除、擦玻璃等搜
索热度高涨。

年货采购忙 政策加持激发市场活力

另外，年货采购也是节前消费热
点。电商平台纷纷开启了年货节，人气
颇旺。日前，天猫年货节在杭州举办了
一场“新年味”试吃游园会，周末两天时
间吸引了近20万消费者现场打卡。

拼多多统计也显示，1月初启动年
货节后，从生鲜水果、坚果糕点、酒水冲
饮到居家百货、美妆服饰、数码家电等品
类，销量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丹东
草莓、车厘子、帝王蟹等高档生鲜销量增
长明显。

在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看来，
透过春节消费的这些热点，看到的是市场
活力和新的增长点。他对记者说，“随着
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者需

求逐渐多样化和个性化，更加注重品质、
服务和体验。同时，新兴消费领域的不断
涌现，如家政服务、文化娱乐等，也为消费
市场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市场热点也成为政策发力点。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此前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表示，2024年一季度，商务部将以

“国货潮品”为主题，开展全国网上年货
节、老字号嘉年华、全国消费促进月等专
项活动。同时，各地也将结合实际，举办
各类创新特色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消
费氛围。

记者注意到，各地对此已经开始行
动。例如，在惠州，年货一条街人头攒
动，近百个特色摊位装点得喜庆红火，特
色手信、年花年桔、黔西南特色农产品等
千余种商品一应俱全，接下来还将有露
天音乐会、非遗文化演出、机构节目展演
等陆续上演。在广州，各区按“一区一花
市”模式准备着迎春花市。在海南，离岛
免税市场推出多种迎新春促销活动，进
一步激发游客的消费热情。

洪勇表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激发消费活力，满
足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相信随着
政策持续发力，新的增长点不断培育壮
大，消费向好态势将得到进一步巩固，为
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支撑。”（综 合）

新春将近，山东菏泽鲁西
新区佃户屯街道张和庄又迎
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张和庄久福春联制品厂的生
产车间里，一张张印有“福”字
的春联被井然有序地挂在架
子上等待晾干，金色的“福”字
在大红色的植绒布的映衬下
闪闪发光。红彤彤的春联、

“福”字销往全国多地年货市
场，为村民们铺出了一条增收
致富的好路子。

据了解，张和庄是菏泽市
著名的年画村，已有近40年的
发展历史。目前，其生产的产
品由原先单一的春节年画、对
联等红纸类逐渐发展为植绒
类、磁吸类等多品种喜庆用
品，产业由季节性生产转变成
全年生产。

近年来，菏泽鲁西新区
立足实际，依托春联年画制作优势，整
合现有资源，不断创新制作工艺，扩大
产业规模，带动张和庄社区及周边群
众 150 余人就业，激发了乡村振兴大
效能。 （琮 合）

百年大集热闹非凡、花卉市场逐
渐升温、“非遗年味”走俏市场……春
节的脚步渐近，“年货经济”呈现出新
的趋势和亮点。

“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人们
对年味的感知，往往就从买年货开
始。从桃符、屠苏酒，到“油米糖茶”

“三转一响”，再到电子年货、“花式年
货”，时代不断变迁，场景不断翻新，但
绵延千年的习俗魅力不减，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始终如一。

透过“年货经济”这面镜子，我们得
以感知春节消费的脉动：在福建永安，
传统手工“腊鸭”飘香；在江苏苏州，阳
澄湖咸货“上新”；在广州钟落潭镇，年
宵花市场已早早“预热”，不少花场订购
量超过半数；在线上平台，各大电商推
出了各式各样的年货礼盒……人间烟
火气，最抚凡人心，也升腾着消费信心。

当“年味”悄然变化，“年货”也换
了模样：既有形，也无形；不一味“囤

量”，更偏向“求质”；不仅是一种仪式，
更是一种体验。总之，就是多了几分

“年轻态”。有数据显示，某电商平台
目前下单年货的用户中，“Z世代”占
比已超过一半，他们正在成为家庭年
货的决策人，从“逃避过年”逐步转向

“愿意参与”，甚至“主导年夜餐桌”。
春节历来是消费旺季，仍可“再添

一把火”。反映到供给一侧，就是要瞄
准新需求，积极进行品牌创新。比如，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加之部分年轻人
缺乏“厨艺自信”，预制菜市场便应运
而生。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市面
上出现了花胶鸡、大盆菜等不少“年
菜”产品，背后正是广东在打造“年鱼
经济”之后，再次在全国掀起“年菜经
济”热潮。据艾媒咨询近日发布的研
究报告，预计2024年中国“年菜”行业
市场规模将达1708.1亿元。在此趋势
下，如何催生更多消费业态，嫁接更丰
富的文化内涵，引导预制菜向高端、营

养、健康的方向发展，值得探索。
就“年货经济”而论，其生产和销售

涉及多个产业链，拉动效应明显，孕育
着无限商机，有利于协同推进消费和生
产升级，实现“有潜能的消费”和“有效
益的投资”良性互动。今年第一季度，
商务部将以“国货潮品”为主题，开展全
国网上年货节、老字号嘉年华等专项活
动，各地也将结合实际，创新举办各类
特色活动。在此过程中，以新技术引领
新消费，实现消费“虚实相融”、产品服
务齐飞，值得发力。

今年元旦以来，“开门红”成为市场
关键词，背后也离不开“真金白银”、真
情实意的支持。如在广东，“粤消费 粤
精彩”消费券第四轮已经开启，提振和
扩大消费的举措密集发布，让老百姓不
仅“敢花钱”“愿消费”，而且“乐消费”

“花得值”。在2024年被定位为“消费促
进年”的背景下，“年货经济”打响春节
消费“第一枪”，值得期待。（南方日报）

日前，国新办就 2024年春运形势
及工作安排举行发布会。会上，国家邮
政局市场监管司负责人林虎介绍，春运
期间，寄递服务需求波动较大。春运前
期，随着年货寄递需求的增长，业务量
会出现一拨高于日常水平的小高峰。
春节假期期间，由于大量人员返乡过年
和外出旅游，公众的寄递服务需求将明

显减少，业务量也处于淡季。春节假期
后，寄递服务需求又快速恢复，业务量
将逐渐恢复到日常水平。

针对春运期间的业务运行特点，国
家邮政局专门制定了保障工作方案，进
行专项部署。今年春运期间将重点抓
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全力保障年货寄递需求。指
导企业继续做好业务旺季期间服务保
障工作，精准对接电商寄递服务需求，
统筹做好全网调度。充分安排好人员、
场地和运力，保障群众可以在节前顺利
收到期盼的年货。

二是保障春节期间基本寄递服
务。一方面，督促邮政企业持续提供邮

政普遍服务。另一方面，引导快递企业
科学预测春节期间寄递业务需求变化，
保障春节期间保持基本的服务能力，合
理安排生产经营。同时，及时向社会公
告服务安排，严格履行好公告和承诺的
内容。

三是切实维护快递员合法权益。
快递员日常工作也非常辛苦，休息时间

有限。春节假期，也是很多快递员在全
年当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回家团圆的时
光。为此，如果在春节期间无法按时收
到快递，请社会公众给予更多的谅解。
同时，也会督促各寄递企业统筹安排好
在岗人员休息和休假，实行错峰放假和
调休，在切实履行服务承诺的同时，对
春节期间在岗人员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并做好相应的生活保障。

四是推动做好节后返岗复工。加
强对节后人员返岗情况的动态监测，积
极帮助寄递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尽快补
充人员力量，督促末端网点、分拨中心
抓紧恢复正常的服务能力，保障寄递服
务网络尽快实现正常运转。（宗 禾）

腊月已至，年味渐浓。据记者
观察，春节前夕，淘宝天猫、京东、抖
音、快手、美团等平台陆续发布年货
节大促策略，便宜、超值、性价比是
此番年货促销的关键词。

“年货节期间，各平台多措并举
促消费，有利于充分激发消费潜
力。今年年货节在保持大规模促销
力度基础上，更加强调文化内核与
品牌内涵的塑造，并适应市场变化，
满足消费者的精细化、个性化需
求。”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
洪勇对记者表示。

多措并举促消费

据悉，淘宝天猫、京东等主流电
商平台的年货节于 1月 17日开启，
以跨店满减的优惠方式为主，激发
新春消费市场潜力。

年货节期间，京东超市以“就是
便宜”口号从供应链上要效益，采取
产地直采、源头直发模式，缩短供应
链中间环节，同时借助庞大的优质
用户和品牌商家规模压低商品价
格。京东超市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更省心、更具质价比的‘低价’，
已成为京东超市的核心战略。”

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也根据
自身特点，突出差异化。抖音年货
节推出由平台补贴的满减券、工厂
好货直供、随机免单等组成的“超
值”促销策略，并设置“立减15%起”
会场。快手则提出“万人团”玩法，
用低价实惠和平台流量推荐商品，
并以“低价特卖”“1元包邮”等不同
促销模式刺激消费者购买。

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
示，平台希望借助年货节大促将“好
价格”和“好服务”呈现给消费者，也
希望助力商家、达人于岁末收获更
多“好口碑”和“好销量”。

而在即时零售快速发展的背景
下，生鲜电商成为消费者采购年货的
主要渠道之一。快手电商数据显示，
生鲜食品行业年货节首日（1月 13
日）成交GMV（商品交易总额）打破行
业历史峰值，生鲜食品行业年货节
GMV较上一年货节首日提升31%。

美团小象超市数据显示，自1月5日
推出年货节系列促销活动后，该平台
礼盒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

淘宝天猫食品生鲜行业负责人
张鹏对记者表示，今年年货节消费
结构呈现“两头高”趋势，有一批极
致性价比的年货深受消费者喜爱。
而作为高单价的酒类也是天猫的抢
手年货，目前茅台、五粮液这两个

“硬通货”备货非常充足。
“今年电商年货节突出一个‘性

价比’，消费趋势仍是理性消费，消费
需求呈现多样化，且直播带货的比重
不断提升。”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特约研究员庄帅向记者表示。

“国潮”消费持续增长

品质国货在市场上风起云涌，
成为了“年货清单”的主角。新国货
焕新出发，不仅承载着老字号企业
的家国情怀，更寄托了消费者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对记者表示，老字号国货作为
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消费者心
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消费者消
费不仅满足于商品本身，更希望得
到情感共鸣。

据商务部介绍，2024年一季度，
商务部将以“国货潮品”为主题，开
展全国网上年货节、老字号嘉年华、
全国消费促进月等专项活动，各地
也将结合实际，创新举办各类特色
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消费氛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年货消
费的主力军，也是国潮消费在春节
前呈现爆发增长的一个原因。阿里
巴巴数据显示，从人群数量和GMV
两方面来看，在年货节购物大潮中，
25岁至34岁的年轻群体已全面“接
管”家庭主导权，成为最核心的购买
力量，这一年龄段的成交人数占比
达到了42%。

在洪勇看来，电商平台今年将
继续围绕“国潮”主题策划各类活
动。而消费者则在追求“国潮”的同
时，更为注重商品质量、个性表达以
及实际价值。 （证券日报）

餐饮、家政预订紧俏 节前消费市场活力涌现

春运前期年货寄递需求增长

邮政快递业务量将出现小高峰

“年货经济”打响春节消费“第一枪”

天津年货大集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随着腊

八节的到来，天津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了。近日，天津

市古文化街年货大集已经开市，游客在这里可以选购

“龙”年元素的“福”字、“吊钱儿”和春联等多种传统年

货，剪纸窗花和绒花等特色非遗商品尤其受到年轻人

的欢迎。据介绍，今年的古文化街年货大集将持续到

2月 8日。 （人民网）

开市

▲图为天津市古文化街张灯结彩迎新年。

▶图为游客采买窗花、“吊钱儿”。

图为游客试戴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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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陆续发布年货节大促策略

新春消费“国潮”涌动

市场观察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