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济网中国经济网
网址：http://www.ce.cn
手机：http://wap.ce.cn ECONOMIC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代号1-68

第 10806 号（总 11379 号）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代号1-68

第 10806 号（总 11379 号）

今日 8 版 2013 年 2 月 16 日 星期六 农历癸巳年正月初七 经济日报社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记

者 钱春弦） 2 月 15 日是蛇年春节
黄金周最后一天，游客集中返程，未出
现大规模游客滞留现象。7 天黄金周
里，全国假日旅游市场呈现南北同热、
境内外齐升温格局。

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
室 15日晚发布的春节假日旅游信息通
报显示，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三
亚等 39个重点旅游城市黄金周接待游
客 76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故
宫、净月潭、曲阜三孔、博鳌和玉龙雪

山等 33 个重点景区，春节期间接待游
客同比增长约 20%。

春节期间，从南到北，全国各级旅
游部门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旅
游节庆活动。大量市民和游客为假日
营造了欢乐、喜庆、祥和气氛。假期开
始后，大部分景点景区游客数量明显
增加，特别是短途出游数量增长，游客
出行热情较高。城市周边民俗游、休
闲游、自驾游、乡村游明显升温。逛庙
会、品美食、泡温泉、滑雪等参与性强、
适合全家活动的项目受到游客青睐。

长线旅游方面，国内华南、东北两
头热。东北冰雪旅游和南方地区的避
寒旅游成为长线旅游热门之选，哈尔
滨、长春、沈阳、大连、厦门、海口、三亚
等地受到青睐。

据全国假日办值班室负责人介
绍，今年春节，出境游持续增长，港澳
台地区及泰国、韩国成为热门。据全
国团队旅游服务管理系统信息，黄金
周期间旅行社组织内地在境外游客超
出 400 万人次，同比上涨 14%，赴亚洲
目的地的超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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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15 日讯 记者李予阳从商务部获
悉：2013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各地商品种类丰
富，供应充足，购销活跃。据商务部监测，大年除
夕至正月初六，全国重点监测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
额 5390 亿元，比 2012 年春节期间增长 14.7%。河
南、湖北、重庆、河北重点监测企业销售额比去年春
节期间分别增长 18.0%、17.5%、16.2%和 15.9%。

春节期间消费热点突出，市场消费红火，呈现
多元化。年味十足的传统消费占主要市场，吃穿用
等刚性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年货商品购销两旺，全
国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食品、饮料销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9.8%和 11.2%。金银珠宝热销，今年春节与情人
节相遇，增添了甜蜜气氛，金银珠宝市场迎来消费
高峰，全国重点监测零售企业金银珠宝销售额同比
增长 38.1%。服装鞋帽备受青睐，百货店针对冬季服
饰开展促销活动，同时款式新颖的春季服饰缤纷亮
相，全国重点监测零售企业服装、鞋帽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 6.3%和 7.5%。

节俭实惠餐饮形成风气。今年春节，餐饮市场出
现新风尚，多了节俭实惠，少了排场浪费。从餐饮市
场消费结构看，高档酒店、高档食材和高档酒水的销
售下降明显，据监测，浙江重点监测高档酒店的销售
额比去年春节期间下降 20%以上。而各地主营年夜
饭、亲友聚餐等大众餐饮却销售火爆，北京、河北、
浙江、山东、河南、重庆等地的餐饮企业还为顾客设
置“半份菜”、“拼盘菜”等适量点餐产品，并提供量
需为用、型号不同的餐盘和免费打包服务。春节期
间，湖北、上海、河南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
分别增长 15.5%、6.0%和 5.3%。

生活必需品市场平稳运行。节日期间，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据商务部监测，与节前一周相比，肉类批发价格
小幅上涨，1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0.6%。食糖
零售价格持平。

健康休闲消费深受喜爱。健康、休闲过年越来越
成为老百姓偏好的度假方式。逛庙会、赏民俗，领略
传统年味之余，滑雪、泡温泉、踏春赏花等健康的全
新过年方式也让南北方百姓感受不一样的新春。

农村消费充分释放。在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
支持下，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蛇年春节
农村市场丰富多彩，消费增长强劲。湖北、青岛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办企业和连锁农家店组织
开展多种形式的商品展销、送货下乡和赶年集等活
动，农民与市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便利、得实
惠。在山东、甘肃等地，开私家车走亲访友渐成农
民过年的新时尚，驾车采购礼品更是拉动了农村市
场消费。据监测，春节期间，北京顺义、怀柔等郊
区部分商业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7%以上，上海郊
区县抽样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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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5日，北京菜百商场，消费者正在选购金银饰品。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目送最后一辆送菜车驶出园区大门，
张顺斋做个深呼吸，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两
点。“过年期间天天都这样。”张顺斋说，“大
前天夜里，我们干了整整一夜，等发完了 30
多车菜，人家早起的鞭炮都响起来了。”

农历正月初二傍晚，我们在河北境内
106 国道边发现一个绿色蔬菜示范区，里
边的工人们正在忙着加工、分装蔬菜。这
个拥有一平方公里的菜园子，在山东寿光
也许平常，但在冀中平原上就显得不一
般。在物流配送中心，来自海南的冬瓜、
安徽的黄心白菜和当地的各种时菜往园里
来，加工、分装后的各种瓜菜往园外去；
加工车间的员工忙得不能抬头与记者交
谈，管理人员也当起了分装工。张顺斋
说：“因为有些员工回家过年，所有的管
理人员就都替上来了。”

张顺斋是这个园区的负责人，正式的
职务是河北省固安县顺斋瓜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2007 年春上，一向文气、低
调的张顺斋成为廊坊市的新闻人物，他成
立的瓜菜种植合作社，瞄准北京中高端市

场，为大型连锁超市、知名高校和大型企事
业单位做订单种植与配送。几年下来，他
的合作社成为当地的明星企业，一年光是
卖进北京的瓜菜就超过 5万吨。

好多人不理解，张顺斋不声不响的一
个人，怎么就能一年一大步地敲开北京一
家家连锁超市的大门，他的瓜菜继而还送
进了不少企业、高校的食堂。

“可能是信誉吧。”张顺斋安安静静地
说道，像是评说别人的事情。张顺斋告诉
我们，虽说一年 365 天，天天都要忙半
夜、起三更，但是最忙的还是过年前后这
20 多天。一则要为客户配齐 29 个品类的
几十种瓜菜，合作社需要在外地开辟基
地，而春节前后又是北方蔬菜淡季，所以
需要调运的瓜菜量比平时要多些。二则慕
名而来的临时客户也比平时多，有些还是
大批量需求。

因为信誉好、有销路，周围 35 个村街、
1400 多户菜农加入了顺斋合作社。50 多
岁的刘雪清，是红寺乡北宋村的农民，他告
诉我们，他们夫妇二人去年的收入有六七

万元。2010 年以前，没加入合作社，两口
子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收入最高不过 3 万
多元，市场不好的时候往往是白忙活。

刘雪清是个用心的人，已成长为合作
社的技术人员，他自豪地告诉我们，顺斋的
信誉和销路是社员的命根子，“信誉好、销
路好，主要是因为讲究绿色，质量好。”

为了种出高质量的瓜菜，顺斋合作社
要求社员做到“六统一”：统一品种、统一技
术标准、统一品牌标识、统一销售、统一物
资供应、统一质量检测。2011 年，合作社
引进先进仪器设备对社产蔬菜进行农药残
留、硝酸盐含量、重金属含量等检测，严控
蔬菜产品质量。同时，建立起完整的蔬菜
生产过程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行农户产
地品种编码，所有菜品都有安全生产档案。

顺应绿色无公害蔬菜发展方向，2008
年顺斋合作社认证无公害蔬菜产品 10 个，
订购无公害产品标识 100 万枚。2010 年，
又申报有机产地认定面积 1000 亩，认证有
机蔬菜产品 19 个，绿色蔬菜产品 31 个。携
廊坊市“名优农产品”之誉，2010 年顺斋合

作社被评为河北质量诚信 AAA 品牌企业，
2011 年 被 评 为 省 级 优 秀 农 村 科 普 示 范
基地。

“眼下农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
搞绿色瓜菜的积极性也很高，都知道这是
未来的发展方向。”走在园区的小路上，张
顺斋告诉我们，从市到县到乡镇，各级领导
对发展无公害蔬菜都很重视，固安是传统
的农业大县，全县有蔬菜 40 万亩，其中设
施蔬菜有 10 万亩，已有 26 万亩蔬菜通过无
公害产地认证。

“要引导和保护种植无公害蔬菜积极
性。”在一个草莓大棚里，张顺斋指着挂在
半空的黄色小塑料片告诉我们，这种诱虫
板只是他们使用的多项生物除虫技术的一
种。我们随手摘下长得不起眼的小草莓品
尝，果然是小时候吃的草莓那种纯正的酸
甜味道和细腻口感。张顺斋说，高质量的
菜品，必须有高标准的投入，同时也要有好
价钱的回报，这样才能调动菜农积极性。
因此，“希望国家制订无公害蔬菜质量标
准，我们现在就盼这个。”

新 春 走 基 层

各 地 节 日 新 风 尚

重 信 誉 盼 标 准
本报记者 徐如俊 隋明梅 雷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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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2月15日电 记者刘成、通讯员郭振暖 邱

吉君报道：春节黄金周期间，青岛市组织开展年货购物节、
万村千乡赶年集等特色营销活动，春节市场呈现商品丰富、
消费活跃的良好态势，全市十大商贸企业（集团）七天实现
销售额 5.6亿元，同比增长 10.6%。

节日期间，青岛市各商家以“满意消费惠万家”、“好客
山东休闲汇”为主题，开展了年货购物节、年货大集等百余
项特色营销活动，聚集人气，促进销售增长。监测显示，节
令商品销售突出，食品消费同比增长 21.8%；金银珠宝销售
继续看好，春节七天金银珠宝类商品同比增长 12.2%。“万
村千乡市场工程”承办企业在农村市场开展了赶年集活动，
组织物美价廉、名优特新商品展卖，食品、奶制品、水果等消
费增幅均在 12%以上。

青岛特色营销人气旺
本报天津 2 月 15 日电 记者武自然从天津市商务

委获悉：春节黄金周期间，天津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据对
重点监测的 132 家企业统计显示，天津春节黄金周共实
现销售收入 25.7亿元，同比增 17.2%。

节日期间，天津餐饮市场持续火爆，大众餐饮成主
流。据对 150 家重点餐饮企业统计，春节期间共实现营
业收入 3.7 亿元，同比增 18.5%。大众餐饮、老字号餐饮
销售火爆，家庭朋友聚餐同比增 3 成多。“炫彩冬日，缤纷
津城”购物季活动令天津春节市场异彩纷呈。天津全市
各商业街、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专卖店等纷纷举
办丰富多彩的春节、情人节主题促销活动，吸引客流。
据监测，全市 23 家百货零售企业实现销售 4.45 亿元，同
比增 18.1%。

天津大众餐饮成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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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六傍晚，山西翼城县城里偶尔响起一两
声清脆的鞭炮声，似乎在提醒人们，春节的脚步还没有
走远。张红林骑着摩托车，带着老婆孩子，一溜烟驶向
县城东部的桐封公园。“听说今年灯展只在这里搞，品
种多，规模大，人多热闹，要好好陪家人玩玩。”

张红林常年在南方打工，今年春节回老家，让他有
点不适应的是，往年五颜六色的彩门、彩灯和标语都没
有了。如果不是耳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他真不敢相
信过春节了。

在县委工作的同学聚会时告诉他，县里要求今年春
节的基调是节俭平安，很多过去铺张的节日活动都取消
了。“往年大街小巷到处都挂满彩灯，小县城后半夜也没
有什么人出来，一直亮着确实有点浪费。”他说。

记者随张红林一家来到桐封公园。公园里人潮涌动，
人们在形态各异的彩灯前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今年灯展都集中在桐封公园展示，县政府没掏一
分钱。我们还大大减少了各街道霓虹灯、彩灯的悬挂数
量，这些新举措为财政节省了一大笔钱。”翼城县委宣传
部段红亮介绍，县委宣传部专门在节前下发文件，要求
各基层单位本着“群众参与、平安节俭、政府引导、企
业主办”的原则，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活动。

“减少了迎来送往，推掉了不必要的应酬宴请，今年的
春节过得真是既节俭又轻松。希望以后年年都能这样坚
持下去。”翼城县西阎镇党委书记刘双辉说。

简朴办展 轻松过年
本报记者 裴珍珍

春节期间，家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的很多
市民发现，不少饭店都在餐桌的醒目位置上摆放了文明
用餐提示牌，上面提示：适量点餐，避免浪费；剩餐打
包，杜绝浪费。

“每到春节聚餐，大家都会点很多菜。今年看到文明
用餐桌牌就不好意思多点了。”市民老许是典型东北汉子，
豪爽热情。“现在吃多少、点多少，不够再加，浪费才最可
耻。”老许的话代表了许多海拉尔市民用餐观念的转变。

在海拉尔区民航蓝天大酒店，记者看到，餐厅正墙上悬
挂了一块文明餐桌行动承诺牌，上面明确了不误导超量点
餐、主动提供免费食品袋等四项内容。“我们上岗前都要经
过文明用餐专业培训。既能为顾客省钱，又能帮大家树立
起文明用餐的理念。”服务员刘玉对自己的工作十分认同，

“看到大家节日里仍不忘节约，更感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
自去年 4 月海拉尔区实施文明餐桌大行动以来，已

有 100 多加餐饮店成为示范企业。“我们跟企业说好，新
年八菜一汤，平时四菜一汤。”该区文明办主任安海权表
示，要把提倡节俭、反对浪费的理念，通过这一活动传递
到千家万户，贯穿到新年里的每一天。

四菜一汤 文明用餐
本报记者 郎 冰

五版至七版刊登“新春走基层”

农历正月初五中午，记者在福建泉州宝洲路的一家
茶庄里见到王志川时，他正和朋友们围坐在茶几旁，烧
水泡茶，谈笑风生，气氛自然热闹。

今年 30 岁的王志川是地道的泉州人，平日在厦门上
班。“我们几个是高中的老同学，很久没见面了，今天趁着
大伙儿回家过年的机会，我把他们约到这来聚一聚，泡茶

‘话仙’（闽南语“聊天”的意思）。”王志川一边笑呵呵为记
者介绍，一边端着茶壶娴熟地为大家沏茶。

茶馆里装修简单，环境幽雅，茶香浓郁，不少客人正
聚在一起高兴地闲谈。“难得见一面，晚上大伙儿要一起
聚餐吧？”记者问道。王志川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圈子今
年春节都不流行聚餐了，“以茶代酒”、泡茶“话仙”成了泉
州人节日生活的主旋律。“以前过年会约上几个老朋友吃
个饭，喝点酒，但经常是上千元一桌的饭菜动不了几口，
今年大家倡议要节俭过年，所以都改成‘茶话会’了。”

“像我们这样四五个人一起的，总共花费茶资也就
100 元左右，除了享受铁观音茶外，还有各种精美的自助
茶点。有时候我们还约好了 AA 制，平均一下消费就少
了。”王志川说，年味浓淡跟花钱多少没多大关系，家人朋
友团聚和情感交流才最重要。

泡茶“话仙”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吴陆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