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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站长日记

热闹的春运 平静的初一
2月8日 晴

北京站站长 杨冬蕾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一，该我值守白班。早上8点，我准
时来到站里的值班站长台，与上一班的同事交接，准备8点
半正式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接班到下午6点半下班，值班站
长台时刻不能离人，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大厅服务组的同
事顶替一下。

每年的客流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年前特别忙，节前北京
站最高一天的客流能保持在18万人次左右。除夕一过，客
流就迅速下降。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敢有丝毫的放松，必
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一份责任。

干值班站长已经很多年了，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春节值
班。我的儿子很小，自从孩子稍微懂点事之后，一到节假日
我要值班，孩子都会挡在门口不让我上班。今天一大早，我
要出门的时候，孩子就挡在门口。后来，还是奶奶哄了半天，
我才出的门。心里虽然不舍，但工作就在那里，岗位就在那
里。

虽然是热闹的春运期间，但这个农历正月初一还是相
对平静。中午在单位食堂吃到了热气腾腾的饺子，一下子就
有了过年的感觉。

（本报记者 冯其予整理）

咻一咻！刷刷刷！点点点！猴年
除夕之夜，一个个小小的“红包”出现在
人们的手机屏幕上，在微博和朋友圈，
全家老小低头“戳”手机、起身“摇一摇”
的视频成为热门。和吃年夜饭、看春晚
一样，“抢红包”这一指尖上的新年俗为
今年的春节带来了不一样的“新味道”。

“发红包的习俗加上移动互联网，
让除夕这个团聚时刻成为了一个欢乐
繁荣的经济时点。”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互联网经济研究院教授欧阳日辉说。

红包数量创新高

各大互联网商家在农历正月初一就
忙不迭地交出了自己数字惊人的成绩
单，“和去年比”在其中屡被提及。

支付宝借春晚东风，让一张“敬业
福”成为社交网络的热门话题。来自
支付宝方面的数据显示，除夕夜支付
宝“咻一咻”互动平台的总参与次数达
到 3245 亿次，是去年春晚互动次数的
29.5 倍。

腾讯则在微信和手机 QQ 双线“作
战”。在微信方面，除夕当夜红包收发
总量 80.8 亿个，超过去年 8 倍，一共有
4.2 亿人次参与。在农历正月初一零点
6 分 9 秒，一秒钟就有 40.9 万个红包收
发。在手机 QQ 方面，3.08亿除夕夜“刷
一刷”共刷出 1894 亿次，QQ 日消息发
送总量 200 亿条，同时在线用户数达
2.59亿人，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百度也不甘落后。来自百度方面的数
据称，截至农历正月初一中午12点，百度
钱包福袋被开次数达112亿次，共发放出
价值42亿元的福袋，其中现金达3亿元。

参与者都是赢家

市场研究机构速途研究院院长丁
道师在去年春节假期后，曾专门写过文
章，担忧网络红包会让年轻人成为“低
头族”而冷落了亲情。“但今年‘全家老
少齐上阵’，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丁道
师表示，“抢红包”成了全民互动的新年
俗，作为一项集体娱乐变成全家人联络

感情的新方式，移动互联网对人们生活
方式的改变已无法阻挡。

相关数据也证实了他的判断。来
自支付宝的数据显示，在“抢红包”过程
中，三四线城市的参与用户占比达到了
64%，江西赣州、河南周口、山西运城位
列前三，明显超过一二线城市。支付宝
方面表示，这不仅因为过去一年移动支
付跨越地理鸿沟在全国范围进一步普
及，更多人因而有机会接触“指尖上的
红包”，也因为大量一二线城市的打工
族们回老家过年，成为了移动支付的

“科普小分队”。
去年的春节“红包大战”，微信被认

为是最大的赢家。“但今年大家都是赢
家，微信在红包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
支付宝获得了用户社交关系链的迁徙，
手机 QQ 和新浪微博则通过红包重新激
活了用户，同时在线人数打破历史纪
录。在巨头之外，糯米、美团、去哪儿、
携程都有自己的红包战略，同样获得了
大量的流量和用户，抢红包作为新年
俗，带来了多赢的局面”。

红包承载新期待

那么，“飞起来”的红包背后，又寄
托着互联网公司怎样的期待？

以移动支付带动消费金融是一方
面。市场研究机构中投顾问金融行业
研究员霍肖桦表示，红包大战实质是对
支付端的争夺，也就是互联网金融的入
口之争，移动支付背后是巨大的消费金
融市场，红包大战带来的流量有望激发
理财产品的潜能。

O2O 则是另一方面。丁道师表示，
互联网公司选择春节这个时点发放红
包，正是和互联网技术能够突破时间、
地域限制的优势有关，“线下越是淡季，
线上反而越是旺季，移动支付入口的拓
宽，也降低了用户使用 O2O 的门槛”。
欧阳日辉同样认为，在中国人口大量聚
合的时刻，红包互动让品牌商与用户加
强连接，而这些连接在接下来的春节假
日和此后的经济活动中将直接转化为
消费，并拉动内需。

除夕之夜，红包收发总量和参与人次等各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网 络 红 包 增 添 春 节 快 乐 元 素
本报记者 陈 静

早在猴年春节到来半个月前，
浙江义乌市场内就已洋溢着浓浓的
年味：“福”字、灯笼等年俗商品和以

“金猴闹春”为主题的毛绒玩具、春
联年画琳琅满目⋯⋯整个市场在凛
冽的寒潮中显得分外火热。

“伊朗那边客户下的单子我还
没有找到供应商，这几天得抓紧
了。”义乌市帕米卡日用百货商行总
经理伊萨克的订货电话不断。像伊
萨克一样忙个不停的经营户并不少
见。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从事针
织袜业生意的经营户方嘉斌告诉记
者，这几天来进货的采购商来自全
国各地。由于他经销的保暖裤能抵
御零下 30 摄氏度左右的天气，生意
格外红火。

据了解，这个全球最大的“世界
超市”，现有营业面积 550 余万平方
米、7.5 万个商铺、180 多万种小商
品，2015 年实现成交额 982.21 亿
元，同比增长 14.59%，成交额继续
领跑全国各大专业市场。

近两年，得益于“义新欧”货运
班列实现双向常态化运行、航空口
岸获批开放、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
行、义乌国际邮件互换局投入使用、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正式落地等一
系列改革措施，义乌的市场活力进
一步释放，为实现进出口逆势快速
增长创造了条件。

出口贸易是义乌市场的强项，
进口贸易、转口贸易却始终是市场
发展的短板。在严峻的国际贸易形
势下，义乌市场一方面通过练好内
功，提升自身竞争力，另一方面又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国际
贸易综合试点优势，主动对接“一
带一路”，在促进外贸出口保持快
速增长的同时，迎来了进口市场的
新繁荣期。

来 自 义 乌 海 关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5 年前 11 个月，义乌实现外贸
出 口 306.56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8.70% ，其 中 市 场 采 购 贸 易 出 口 256.92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69.83%。为开创对外贸易的新繁荣期，真正实现“买全球货、
卖全球货”，2015 年以来，义乌把扩大进口贸易作为促进市场
转型发展和持续繁荣的主要战略，出台了加快进口贸易发展
的扶持政策，设立了促进进口贸易发展的专项资金，通过发挥
现有物流、仓储、资金、信息等资源优势，弥补进口、转口这两
块短板，推动出口、进口、转口贸易齐头并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保证市场供需两旺，义乌特别注重
线上线下两个市场的互促共荣。1 月 19 日，义乌国际商贸城网
商服务区的电商，为新春市场发起了新的冲刺。“这几天网店流
量大，买保暖产品的人很多，增幅达到四成左右。”“万营电商”的
负责人刘小松说。

面对“互联网+”新业态，义乌顺应市场变化，建立了全球网
货中心、电商园区，去年还出台了《关于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监管
中心出口流量的支持政策》；探索“市场采购贸易+海外仓”的跨
境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并成立了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联盟，促进
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

据悉，通过网商营业执照发放、“义品牌”战略推广、跨境
B2R 电子商务平台上线等举措，作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网易
平台的“义乌购”，在 2015 年得到长足发展，在线交易额突破
40 亿元。

据义乌市电商办统计，2015 年义乌市电子商务贸易实现交
易额 1511 亿元，同比增长 31%。其中，国内快递日均出货达
146 万票，同比增长 54%；跨境快递日均出货达 45 万票，同比增
长 29%。目前，义乌市经工商部门登记的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达
35472家，同比增长 67%。

得益于多年来的市场信用建设，义乌市场的诚信经营氛围
更加浓厚，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助推了市场的供需两旺，市
场魅力不断彰显。最新的《义乌市场信用指数》报告显示，2015
年 1 月至 11 月，义乌市场信用综合指数的月度均值为 158.30
点，为指数发布以来均值最高。

从“义乌制造”到“义乌创造”，从输出产品到输出品牌、输出
标准、输出理念，义乌正通过转型升级，线上线下比翼齐飞，出口
进口并驾齐驱，保持发展优势，推动持续繁荣。

浙江义乌

：

逆势中实现市场供需两旺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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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通讯员

龚献明

本报北京 2 月 8 日讯 记者郑彬

报道：农历正月初一，全国各地节日气氛
浓郁，人们在走亲访友、合家团聚之余，
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各种旅游民俗活动。

春节期间，上海市推出了醉白池
公园新春文化游园活动、宝山罗店彩
灯节等多项传统民俗活动；辽宁大连
增开了多家滑雪场，农（渔）家乐、乡村
餐饮点纷纷推出各种体验游活动；山
西平遥推出了“我们的节日，春节—平
遥中国年”活动，游客在平遥古城不仅
可以吃年饭、包饺子、贴窗花，还可以
欣赏晋剧、秧歌等平遥特色表演。

数据显示，在山东，全省纳入监测
的 50 个景区共接待游客 77.2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4.7%；旅游收入 1162.3 万
元，同比增长 15.5%。安徽黄山景区
接 待 游 客 0.7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8.7%；门票收入 105.5 万元，同比增长
15.8%。厦门鼓浪屿接待游客 5.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4.9%。

新春民俗“惹人爱”

（上接第一版）一边是大城市的市民们
休闲旅游需求得不到满足。陈向宏琢
磨，能不能有一箭双雕的办法。

他决心在古村落原址上重塑以传
统民居为特征的古镇风貌，打造文化休
闲旅游产品的 2.0 版本——变静态保护
为动态利用，变观景式旅游为体验式度
假，通过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满
足、引领人们的旅游消费需求，发挥旅
游产业的拉动作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和民生改善。“拿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
供给侧改革嘛。”陈向宏说。

彼时，一个“梦中小镇”的雏形已在
陈向宏的心里埋下了种子，他难以抑制
兴奋，不断地在办公室里踱步绕圈，灵
感涌来，他便动手在图纸上速写下心中
的小镇模样。

“有点儿‘无中生有’的意思。”陈向宏
捧出一厚本他亲自手绘的蓝图，绘本上的
庭院屋宇是北方的样式，小桥流水则有江
南的基因。“北方人觉得这是南方，南方人
觉得这是北方，不论哪里人，都能在这儿
品味异乡的新奇，又能找到故乡的影子。
与其说它是人工设计出来的，不如说它是
属于每个人的梦中小镇。”

可是，梦想成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建设古北水镇，资金、土地、团队、模式
⋯⋯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对于陈向
宏而言，资金并非难题，此前多个成功
项目为他积累了底气，此外，小镇创意
吸引力十足，IDG 资本等投资者先后加
盟。摆在他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
做通村民的工作。“我们和村民合作，不
是让他们为项目挪地方，而是和他们一
起找一条长久的致富路。”陈向宏坦言，
从设计规划古北水镇的那天起，就把

“溢出效应”考虑了进去，投资项目不仅
要重视商业回报，更要看社会效益。护
古镇、强产业、富百姓，一举多得的共
识，让政府、百姓和企业三方一拍即
合。密云区古北口镇镇长李冬清晰地
记得，司马台村原 8 个自然村的 502 户
完成搬迁仅用了 20 天，新村建设只用
了 2年，村民回迁 50天就顺利完成。

2014 年，古北水镇开门营业，挑战
也才刚开始。旅游产业竞争激烈，在陈
向宏看来，队友比对手更重要。灵活、
多元的股权结构，为古北水镇赢得一副

“先手牌”。在股东名录上，除乌镇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外，还有 IDG 资本、中青
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的身影。投资方代表、
京能集团实业管理部主任田野表示，看
好古北水镇这个项目是因为看好这个
团队组合，IDG 投资的财力支撑很坚
实，中青旅的行业资源很丰富，而作为
国企的京能集团与其他股东优势互补，

“最重要的是，脱胎于乌镇模式的管理
团队经验老到”。

为了摸准市场的“脉络”，避免模式
输出水土不服，陈向宏和他的团队做足
了功课，在运营上不断创新。针对当前
旅游消费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古北水镇
在注重保护的同时，还原古镇活态，引
入与历史文化、民俗传统相契合的业
态，营造沉浸式的文化休闲度假空间，
为现代人寻一方心灵休憩的家园；针对
北方市民周末出游多为举家成行的特
点，古北水镇又接连推出了“亲子游”等
多种家庭套餐；针对旅游淡季市场“冬
眠”的空窗期，小镇正深耕冬奥主题，探
索冰雪特色项目，同时，提升会议、论坛
的服务内涵，在留住个人游、团队游的
同时，开拓企业大客户。

尽管没做大规模推广，建成区域也
只占规划的“半壁江山”，正式营业才 1
年多的古北水镇“悄悄”地火了。凭借
社交网络的口口相传和手动点赞，京津
冀周边游客慕名纷至沓来，古北水镇成
了“回头客”的“心头好”。“2015 年，古
北水镇共接待游客 152 万人次，旅游综
合收入达 4.6 亿元，而实现这个数字乌
镇整整用了 10 年。”北京古北水镇旅游
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陈瑜信心满满。

借势布局 厚植市场

块状经济萌发新生机

古北水镇的生意越做越大，预期中
的“溢出效应”开始逐步显现。络绎不
绝的客流带火了水镇周边的民俗户。
古北水镇景区内的住宿瞄准中高端人
群，而周围的民俗户则着力于满足普通
游客的需求，差异化的供给活了市场、

富了百姓。
来到改建后的司马台新村，一栋栋

青砖灰瓦的两层小别墅映入眼帘，庭院式
联排住宅既保留了北方农村民居的古朴
风貌，又透露着现代元素的时代气息。景
区周边500多户村民搬入了这里的新居，
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民俗接待。

走进“悦然居”农家乐的小院，户主
蔡振革正在收拾屋子，见记者进门，他热
情地招呼我们四处瞧瞧。呵！一楼是客
厅和自住的屋子，二楼改建成 3间客房，
宽敞亮堂、窗明几净，有线电视、光纤网
络、地暖系统一应俱全。蔡振革感叹：

“要不是古北水镇项目进行村子搬迁改
造，我根本想不到自个儿能住上别墅！”

蔡振革一家 4 口人，老宅 168 平方
米，回迁时，按平均每人 45 平方米的面
积标准迁入了 172 平方米的别墅。“拿
老房子的补偿款买下这带装修的新楼，
基本没贴钱。村里还有大概三成人能
富余下 10 来万块钱呢！”蔡振革说，除
了小别墅，也有一些家里有老人和小孩
的村民选择一旁的楼房公寓，他琢磨了
一下还是决定要别墅。

“女儿大了在昌平上班，我和老伴
闲来无事不如开个农家乐，现在的日子
可比原来强多了！”蔡振革掰起指头算
了笔账：以前家里种玉米，亩产四五百
斤，一年 1 亩地也就收入七八百元钱，
现在土地流转出去搞水镇开发，每亩地
一年能得 2000 元，5 亩地就是 1 万元，
再加上农家乐的收入，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没问题。

为了让自家民宿更有竞争力，蔡振
革动了不少脑筋，他花了 1 万多元钱为
每间客房都配上了独立卫生间。这钱
不是个小数，别家犯了憷，但蔡振革想
得明白：住的条件好，来的客更多，这投
资划算。“别看我满头白发，其实我才 50
岁出头，还年轻着呢，准备好好干一
番！”蔡振革摸着脑袋咧嘴笑道。

民俗接待前景看好，除了“坐地户”之
外，不少“外来户”也相中了这块香饽饽。

冯金凤的家在 30 多里地外的高岭

镇辛庄村，她养过鸡种过树，也去工厂食
堂打过短工，但收入都不咋地。现在，她
到司马台新村帮人打理“小资生活”和

“朋来居”两间客栈，清洁打扫、客房服
务、炒菜做饭、收银结账全都包圆儿了。
旅游旺季和平时周末，客房总是爆满，忙
不过来的时候还得再请个帮手。

问起收入，冯大姐直乐：“旺季每个
月能挣 5000 多元，淡季也有 3000 多
元，一年下来不少于 4 万元。”她边说边
抖搂着新换洗的寝具，洁白的床单上

“密云旅游”的标识分外醒目。冯大姐
说，密云区还成立了司马台民俗旅游专
业合作社，客栈的被褥和床单可以由合
作社统一配送、清洗，通过验收的接待
户还可以参与统一分配客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已有200
多个民俗户通过了区镇村联合验收，可提
供客房600余间、床位近千张，去年民俗
接待收入1783万元，同比增加23%。如
今，村民们的平均收入是过去的3到5倍，
民俗户户均收入10多万元，全体村民户
均纯收入4.3万元，人均纯收入1.9万元，
远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

古北水镇的辐射带动效应，还催热
了原本不温不火的沟域旅游，周边区域
的块状经济带也正焕发新生。古北水
镇所处的密云汤泉香谷沟域是北京重
点发展的沟域经济带之一，不仅有司马
台长城等名胜古迹，更有紫海香堤香草
园等独特景观。密云区司马台雾灵山
管委会主任郑艳华介绍，古北水镇落户
这里后，这个沟域经济带年接待游客量
从 25 万人次猛增到 100 多万人次，此
外，去年古北口镇、太师屯镇、新城子镇

“三镇九村”的旅游收入也快速增长，古
北口镇同比增长近三成，其余两个镇增
幅也都超过一成。

古北水镇正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同时以这个特色小镇为核，以点、
线、面结合的布局方式，联结起周边村
庄的分散地块，逐步勾勒出层次分明、
生机勃勃的生态环境、产业链条和成长
空间。

长 城 脚 下 ，梦 在 发 芽

2 月 8 日，由四川华蓥市组织的“欢腾的华蓥”贺新春音乐舞蹈比赛在华蓥山广场举行，来自全市各社区的 120 多名文艺爱

好者，载歌载舞尽情展示自己的才艺，为欢度春节的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化大餐。 邱海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