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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逛吃玩”陆续回归

“好久没出来逛街了，我狠狠地要买几件

新衣服，还要吃一直惦记着的美食。”山东济

南市民胡女士说。在济南华润万象城入口处，

笔者看到不少结伴而来的消费者。

“太‘凶’咯，到了周末人流量感觉和疫情

之前一样了。”四川成都市民郑小姐说，在成

都 IFS，部分知名品牌专卖店门口，戴着口罩

的消费者排成长队，等待入店。在北京西单大

悦城，也一度出现排队入店情况。

调查发现，各地商圈商场等消费场所客流

量显著回升。截至目前，北京国贸商城租户及

员工复工率已超八成；据成都零售商协会数

据显示，截至 3 月 20 日，成都 91 家零售及购

物中心企业营业比例达 82.6%……据互联网

平台数据显示，当前一线城市商超营业率超

过80%。

餐饮业持续回暖。据观察，客流高峰期，

济南华润万象城某快餐店点餐队伍长约 10

米；某中餐馆门口等餐客人有5桌，从取号到

进店，常要等上十几分钟。为进一步恢复城市

活力和商铺人气，成都允许临街餐饮店在不

影响交通和行人通行的前提下，适当设置餐

饮外摆位。

多措施防疫，但仍存隐患

笔者在多地看到，各类消费场所通过健康

码、勤消杀、测体温等方式保障防疫安全。

在成都春熙路步行街的入口，一名佩戴红

外线测温头盔的工作人员正对进出行人进行

体温检测。者笔看到，头盔可对前方5米范围

内人员进行扫描，自动显示体温。成都 IFS则

采取了全覆盖、无间断的防疫措施，涉及整体

环境、公共服务、定时消毒、物资配套、员工防

护、顾客与租户安全等多方面。

济南世茂广场内所有餐饮门店实现外卖

制作、装餐、配送等环节均可追踪。京蓉等多

地餐企还开始推广公筷公勺，引导顾客隔桌

就餐。“堂食管理挺严格的，我和老公提出想

两人面对面坐，被店家拒绝了。”北京市民小

周表示她对外出逛吃很有安全感。

“一名外籍消费者没提供相应防疫证明，

被拒绝进店消费。”沈阳市民南先生说，进洗

浴中心消费，要先扫二维码确定消费者近期

行程轨迹，符合防疫规定后登记身份证和联

系方式方可进入。有些店家还要求扫描当地

健康码明确消费者健康状况。

但笔者也发现部分地方仍存防疫隐患。

在沈阳，笔者发现存在部分恢复营业的室

内体育馆未设任何防疫措施，消费者可任意

出入、运动，与主管部门要求相关场所恢复经

营后“要做好场所消毒通风和人流管控”的规

定不符。

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董亮

提醒，消费场所通常是相对比较密闭、人群比

较集中的区域，病毒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增

大，防控管理难度较高。恢复营业后，除了加

大对场所公共设施的消毒频率，减少接触传

播外，还应对中央空调系统采取尽量启用新

风或加大新风量等办法，防止气溶胶传播。

消费场所
复工复市仍需“通堵续断”
笔者发现，当前“直播卖货”“VR逛街”等

方式正在各地消费场所兴起，成为连接公众

消费与企业复苏之间的“虹桥”。

笔者在成都群光商场一家品牌门店看到，

两位工作人员正做直播彩排。疫情暴发后，群

光广场开始尝试“直播+线上下单”销售方式。

“商场本来是计划今年6月份开通线上商城，

因为疫情我们提前到了3月初。”成都群光广

场副店长谢政刚说。疫情以来，西单大悦城已

组织店内品牌进行20余场直播。

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于仁竹

提醒，近期虽然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提振

消费的措施，如领导干部带头进店消费、发放

各类消费券等，但各类消费场所在复工中仍

面临不少“堵点”“断点”。

有部分企业因供应链不稳和高库存导致

财务困难。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

韩健徽说，部分商圈、步行街的小店经济、个

体经营特征明显，现金流依赖大，抗风险能力

低。据调研，因疫情突袭，不少经营者在店面

租金、库存以及人工支出等方面损失不小。他

还认为，疫情给人员就业、劳动关系及租赁合

同履约等方面也带来显著风险，导致在复工

期间商家压力大增。

韩健徽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对步行街、

商圈等消费场所的行业帮扶力度；明确涉疫

法律规范、稳定法律关系，化解在劳动用工、

合同履行等方面的纠纷隐患；考虑在疫情结

束后，通过更有针对性举措刺激消费规模，实

现快速回补。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志起认为，当前顺

应智能、在线消费大趋势是打开消费扩容提

质“宝库”的一把“金钥匙”。

（新华社 孙晓辉 张超 李倩薇）

逛商场、下馆子，
想沾“人间烟火气”靠谱吗？ 新华社长沙3月28日电（记者

谢樱）记者 27 日从湖南省总工会

获悉，为动员全社会积极消费、繁

荣市场、稳定就业，湖南省总工会、

省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

动员全省广大职工工会会员积极

消费繁荣市场发展经济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定提前一次

性发放全年工会节日慰问消费券，

总金额标准不超过 2100 元，通过

“湘消费”微信小程序等渠道发放，

在5月5日24时前消费完毕。

《通知》要求，湖南省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会按《湖南省基层工会

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文件精

神，将全年可发放的有关节日慰

问费未发放部分，加上省总工会

此前规定的抗击疫情特别慰问

费，以消费券形式提前一次性发

放，今年已发放的节日慰问费不

再重复发放。发放对象为全省机

关、事业、企业单位工会按照规定

可以发放的职工和工会会员。离

退休职工是否发放由单位行政确

定。企业工会可参照执行。

据了解，湖南省要求全省机关

事业单位工会在 3 月 31 日前，各

自在“湘工e家”微信公众号的“湘

消费”微信小程序或中国移动“和

包支付”等电子支付平台上购买

定额消费券，随后相关单位职工、

工会会员“一键领券”后可凭券在

承接电子消费券的全省任意商

贸、餐饮、旅游等线下实体商户开

展消费。

《通知》提出，倡导大家既积极

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又积极购

买新型消费的升级换代产品，特

别倡议针对一些困难的小微企

业、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湘字

号品牌，开展“爱心购物”和消费

扶贫活动。

新华社昆明 3 月 16 日电（记

者 丁怡全）15日晚 7点多，云南昆

明天色暗了下来，位于市中心的

南强步行街，街灯全都亮了。街上

的奶茶店、烧烤摊、火锅店等餐饮

店铺已经恢复营业，空气中又有

了往日的“烟火气”，昆明的“夜经

济”复苏了。

就在几天前，云南省昆明市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对外发布通

告：13日起，昆明将在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恢复各餐饮单位

堂食服务，保障广大群众正常就

餐需求。“这条街上的餐饮店铺13

日基本都恢复堂食了。”王婕在南

强步行街经营一家奶茶店，她表

示，13日的营业额约为400元，15

日的营业额约为1000元。

“去年这个时候，奶茶店每天

的营业额在 2000 元左右。现在虽

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但生意一天

比一天好。”王婕对今后的发展信

心满满。

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往日摩肩

接踵的景象，但餐饮堂食恢复，街

道上的市民也明显增多。15 日

晚，记者随中办国办复工复产调

研云南组到南强步行街走访时看

到，已经有不少市民坐在街道两

侧的店铺里大快朵颐。“我已经很

长时间没有出过门了，早就想吃

上一碗小锅米线。”市民李先生笑

着说。

在一家“网红”火锅店门外，年

轻人三五成群坐在一起，耐心地

等待叫号。“6点多就来排队，已经

等了一个多小时。”毕女士和 3位

朋 友 有 说 有 笑 ，期 待 着 久 违 的

火锅。

消费者逐渐多起来，南强步行

街各餐饮单位的疫情防控井然有

序。消费者进出店铺要分别扫描

“云南抗疫情”入、出场所二维码，

并测量体温。“我们店采取隔桌用

餐的办法，保障桌与桌之间的距

离。”火锅店店长张宇朝说，同时

还向堂食的消费者提供酒精、消

毒液。

“总体感觉，昆明餐饮市场的

秩序在逐步恢复。”中办国办复工

复产调研云南组成员王爱民说，

接下来，政府一方面要出台政策

引导餐饮行业恢复正常，鼓励市

民消费；另一方面，疫情防控不能

完全放松，进出店铺扫“二维码”、

量体温等防疫措施应该继续坚持

一段时间。

餐饮行业是这次疫情中受影

响较大的行业。“如果餐饮行业不

能及时复工复产，将会影响到蛋、

肉、蔬菜等农业产品的消费。”昆

明市副市长王冰介绍，除了目前

已经出台的鼓励政策，昆明市还

将通过金融系统向餐饮行业提供

30亿元的低息贷款。

过了晚上 10 点，南强步行街

上的人潮退去，商铺陆续打烊。

“希望明天会更好。”忙碌的一天

过后，卖麻辣烫的陶燕说。

疫情尚未结束，但复工复产按

下“快进键”，提振消费动力拉动内

需已成为各地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日前，江苏南京通过“我的南京”

APP向市民摇号发放体育消费券，

总额1000万元，共发放20万笔，每

笔额度 50 元，市民可以到相关定

点场馆锻炼，享受健身乐趣。

近来，发放体育消费券已成

为多地扶持体育产业、刺激体育

消费的创新手段，并引起社会广

泛热议。而消费券这一模式甚至

还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公开点

赞，多地体育局也对此跃跃欲试。

为了惠及更多健身群众，让

更多的人享受到江苏体育红利，

江苏体育消费券发放方式采取

“体育+互联网+金融”的模式。

5000 万元体育消费券中，向健

身群众发放 4500 万元、向突出

贡献群体发放 150 万元、向贫困

中学生发放 350 万元。江苏省内

居住或停留的有健身需求的群

众 可 自 愿 通 过“ 江 苏 全 民 健 身

卡”“全民健身公共积分”两个

渠道申请领取江苏省体育消费

券，在 464 家江苏省体育消费券

定点场馆使用。

此外，江苏体育部门还将通过

设立体育赛事活动专项资金，通

过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

励、引导社会力量举办体育赛事

活动，帮助体育企业共渡难关。

（本版编辑综合）

据 3 月 24 日《经济参考报》报道，

国内疫情逐步稳定，消费市场正在

复苏。目前，商务部、发改委等部门

正在研究出台进一步稳定汽车消费

的政策。多地政府部门和商家启动

家电、电子产品市场促销活动，鼓励

绿色智能消费，促进产品更新升级。

专家表示，随着疫情好转和政策效

果 显 现 ，消 费 市 场 回 暖 步 伐 正 在

加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人们减

少外出购物，取消聚餐聚会，非生活

必需类商品销售和餐饮业受到明显

影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 20.5%。而这只是经济社会

受损的一个方面。放在全国范围看，

如此规模的经济体停摆，经济复苏

压力之大确实不可低估。

除了民众消费信心走低的主观

因素，还有不少客观因素。比如，各

地疫情防控风险程度不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不同，相

应举措自然不同，导致地区之间存

在复苏经济措施的对接障碍，加之

有的地方过度防控，复工复产手续

多、程序繁琐；国际防疫形势日益严

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外贸相

关行业的恢复。

在此背景下，出台一些短期刺激

政策来消除市场抑制因素，促进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加快消费恢复

性增长，十分必要。

当前各地正在陆续出台相关政

策。比如，有的地方下调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有的低风险

地区之间全面恢复城乡道路、公共

交通运输服务；有的地方鼓励满足

一定条件下可以占道经营；有的城

市在不同领域发放消费券，甚至地

方主政领导自费“下馆子”引导市民

消费。比如，南京 67 万人次摇中消费

券，5 天带动餐饮、体育、图书等消费

近千万元。这些举措无疑在一定程

度上提振了民众消费信心，推动着

餐饮、购物等行业的“满血复活”。

促进消费市场回暖需要兼顾需

求侧和供给侧——百姓手里有钱、

愿意花钱、赚钱不难，才会有消费欲

望和消费信心；企业能够撑过疫情

关、有能力提供多样服务和产品，让

消费者有产品消费、有地方消费、有

兴趣消费，从而打通生产到消费的

循环体系，才能为市场的兴旺提供

更多活力。

应对疫情大考，促进消费市场回

暖，我们的思路还可以再拓展，寻找

机会实现新的突破，创造新的经济

发展模式。比如，“互联网+复工复

产”“云开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供了更多启发；文旅、养老、育幼等

传统线下服务业加快线上化布局，

成为就业新增长点，等等。这些都为

我 们 拓 展 发 展 路 径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经验。

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影响是暂时

的。随着各地复工复产和促进消费

政策不断出台，经济社会的整体运

行会步入快车道。期待能够有更多

因地制宜的举措落地，有效提振消

费信心，让被冻结的消费需求加速

释放，让消费市场的回暖更快一点。

这是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期待，也是

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多想想办法，让消费市场回暖的速度更快些
吴迪

湖南：提前发放全年工会
节日慰问消费券促消费、稳就业

餐饮堂食恢复
点亮昆明“夜经济”

江苏南京发放体育消费券
提振体育消费动力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对消

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最

新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

去年同期回落 28.7 个百

分点。

为促进消费回补，更

好地释放新型消费潜力，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台

一系列促消费举措，为百

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

环境。国家发改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 印 发《关 于

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

施意见》，从市场供给、

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 19

条 具 体 举 措 ；商 务 部 印

发 通 知 ，提 出 发 展 网 络

消费；国家发改委等 28

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

贫行动……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

如何提振？各地又推出了

哪 些 实 招 ？“ 人 间 烟 火

气”回归的同时，如何更

好地保障健康？

消费渐回暖
花
开
时
节

“满园春色关不住，想沾人间烟火气。”网络流行语的背后，是社会公众近

期被激活的多种消费需求。此前，多部门联合发文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激活疫

情中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意愿是其中重要内容。

当前全国各地商场商圈、大型购物综合体等消费场所正逐步恢复营业。哪

些“逛吃玩”项目已经回归？消费者想沾“人间烟火气”，但不想沾病毒，有保障

吗？消费场所复工复产过程中还存在哪些断点、堵点？笔者就此展开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