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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快到了，你需要来点什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春节近了，大家的年货备齐了没
有？眼下，无论走进各大商场超市，还是
打开网络购物平台，各种喜庆的年货广
告总是随处吸引着消费者的眼球。虽然
近几年不少人总念叨说年味儿越来越
淡，可真到了年关，人们头脑中的“定时
器”又会被准点开启，为新年做着各种计
划和准备，买春联、福字，订机票、酒店
……除了“红火”，真的找不到更恰当的
词语来形容春节消费市场了。

跟着年俗办年货

在天津，临近过年，只要你去古文化
街或是鼓楼转上一圈，看到的一定是红
彤彤的“海洋”。不少摊位都摆放着红红
的吊钱儿，大小各异，长短不同，“年年有
余”“金玉满堂”“四季平安”等吉祥话刻
在上面，寓意对新春的祝福。

“俗话说‘二十九贴到酉，三十晚上
熬一宿’，这贴的就是吊钱儿，是天津人
过年时必须置办的一项年货。到了时
辰，贴在门窗外面的玻璃或横棱上，整个
屋子被衬得红红的。风一吹，再摆动飘
荡，好像把所有的福气和财气都吹了进

来，相当喜庆。”家住天津市河西区的王
军是个老天津卫，记者见到她的时候，她
正在相熟的店铺挑选着吊钱儿、窗花和
福字，手里还拿着一张小纸条，写明了购
买的数量。“自己家的、女儿家的，我都一
起买了。而且，每年还会特意多买几张，
压压箱底，讨个好彩头。”

除了吊钱儿，王军的采买清单上还
写着糖果和坚果。“过年时，亲戚朋友来
串门，用得上。女儿说在网上下单，让我
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可我还是喜欢到
超市转转，总觉得这样才有置办年货的
感觉。”王军说，她也不会多买，反正春节
期间超市是开门的，随时可以来补货。

糖果和坚果都属于快消品，尼尔森
调研显示，快消行业去年春节期间整体
同比增长 13%。其中，线上销售增长
45%，持续快速上升趋势明显；线下增长
放缓至6%，整体呈复苏态势。从中可以
看出一些端倪，至于今年的情况，春节过
后自见分晓。

跟着年俗办年货，有像王军这样遵
循“老例儿”的，也有“发明”了“新年俗”
的，比如购买生肖饰品。随着狗年春节
的临近，不少黄金品牌纷纷推出带有狗
元素的黄金珠宝饰品，价格从几百元到
几千元不等，很受市场欢迎；一些个性化
的项链、耳饰也都有萌萌的小狗形象来
凑趣，价格不贵，在微商中的销量着实不
错。周珊娜就是一个主做饰品的微商，
她告诉记者，在朋友圈发布萌狗耳环、骨
头项链之后，已经有不少人来询问价格
了。“他们有的是买给身边属狗的朋友，
有的是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家里的晚
辈，大家也都是想在狗年旺旺，图个吉
利。”周珊娜说。

网购礼物先到家

老家在吉林长春、自己一个人在北
京打拼的李凌君，早早地就把送给父母
和家中亲戚的礼物放进了购物车，提交
订单、网上付款，动作麻利得很。如今，
当她还在北京的单位忙着春节前必须完
成的工作时，快递已经在长春的家中签
收了。“每年只能利用假期回去一两次，
虽然爸妈总说他们什么都不缺，但礼物
肯定是要买的，尤其是过年。网购方便，
又不用肩挑手拎地赶春运，我每年都在
快递高峰期之前提早筹备。”

李凌君说，她今年给父母买了电动
牙刷，给家里的小孩子们买了乐高玩具，

还给长辈们封好了大大的红包。为了保
持神秘、让每个人在过年的时候才知道
各自的礼物是什么，她还耍了个小花招，
把送给父母的礼物寄到了亲戚家，把送
给亲戚的礼物寄到了父母家。“这样才够
惊喜。”李凌君笑着告诉记者。

其实，还有很多像李凌君一样计划
在春节期间返乡的消费者，将网购礼物
作为普遍的选择。各大电商平台也应时
应景，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年货节”。

记者在淘宝、京东商城、本来生活、
苏宁电器等购物网站上看到，“年货大礼
包带回家”“新年，一起宝贝爸妈”“好年
货 快到家”等广告语被放置在官网首
页的醒目位置，“减价”“专享”“折后再用
券”等词语也滚动着出现在页面上，“年
货节”俨然成了各大电商平台的又一次
狂欢。

不仅如此，随着“洋年货”采购比
例的增加，一些海外购物平台也加入到

“年货节”的比拼中。国内最大的海外
购物平台洋码头，近日发布了 2018 洋
年货消费地图。结果显示，近一个月
来，全球的美食销量较平时有60%的增
长，寓意甜甜蜜蜜的糖果巧克力最受追
捧。洋年货也不再是一线城市消费者的
专属特例，二线城市消费能力显著上
升，比 2016 年同期洋年货的购买力增
长了27%。而且，在购买洋年货的群体
中，有四成消费者选择将年货直接寄往
家乡。

当然，对网购过年礼物的消费者来
说，好消息不止于此。包括 EMS、顺
丰、中通、京东物流在内的 10 家快递
企业均表示，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烊，只
按照惯例加收一定的服务费。“网上买
东西方便了，大批快递员恐怕没有办法
回 家 过 年 了 ， 想 跟 他 们 说 一 声 辛 苦
了。”李凌君说。

走出家门逛世界

这几年，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被很
多人写进了自己的愿望清单。尤其是每
年春节期间，旅游过大年日益火爆，成为
人们新的过年方式和重要的消费支出项
目，在需求量迅速增长的同时，对品质要

求也在快速提升。这不，北京白领陈冉
狗年春节就打算和老公一起去阿联酋迪
拜。之前，他们还利用春节假期去过云
南丽江、吉林长白山和东欧的一些国
家。“趁着年轻，想多出去走走，看看世
界。这次去迪拜，希望能有不一样的收
获。”陈冉说。

与陈冉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日前，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联合发
布《2018 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称，今年春节长假预计出境游人次将达
到650万，规模为历年之最。只是，有出
境游或国内游打算的人也要准备好钱
包，因为春节期间旅游线路价格均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上涨，部分产品价格与平
时相比几乎翻番。即便如此，部分热门
产品已经提前售空，人气酒店也是一房
难求。

对此，陈冉显得有些无奈。“如果
可以，我也不想凑这个热闹。但平时
工 作 忙 ， 走 不 开 ， 能 利 用 的 假 期 有
限，跟老公的时间碰到一起更难，只
好春节出游了。”陈冉说，她提前一个
多月就开始准备了，浏览不同的出行
网站，比较哪个网站的机票更便宜，
最终才定下了 2 月 15 日除夕当天出发
的 5天行程。

同时，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客流量走
势方面，国内长线游和出境游均有超过
三成的客流量分布在节前或节后，主要
是“拼假族”和错峰出游的人群。在春节
旅游产品开始售卖的同时，网上出现了
很多“拼假攻略”。同样在北京工作的葛
思威，就打算用“拼假”的方式，去美国波
士顿和女朋友度过两周的甜蜜假期。“以
前过年都是陪着父母串亲戚，或是自己
去参加同学聚会，今年想换个地方、换一
种过年的方式，就提早动手，预订了 2月
12 日出发的机票。我听说，波士顿是全
美第三大华人社区，每年都会有中国新
年游行，还会有传统舞狮之类的活动，所
以还是很期待在异国他乡过春节。”葛思
威说。

其实，无论去阿联酋迪拜还是美国
波士顿，无论游云南大理还是海南三亚，
人们都是想在路上寻找“年味儿”，体验
别样的新春团圆。

春节将至，迎来消费高

峰。按照中国人传统，很多

人都会通过吃好、穿好、玩好

体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随

之而来的餐饮、购物、娱乐等

领域是春节消费首选。有读

者反映，近年来春节消费呈

现出两条线，传统上，购置年

货、采集食品、丰富文化是消

费的主线，同时购买康体养

生旅游等新产品的另一条线

也越来越受到人们追捧。面

对特殊时段的消费，还需消

费者保持消费理性，遵循良

好的消费习惯，把握好消费

的度，传承好勤俭持家的中

华美德。

小心“套路”，更要读懂变化
王 堇

每逢春节临近，必有一波消费高峰

到来。此时，中国消费者协会和各地消

协组织都会根据近两年春节期间受理的

投诉情况，发布当年的春节消费提示，为

的是让消费者躲过商家的种种“套路”，

过个温馨祥和的春节。这是每年的例行

动作，但比较2017年和2018年两年的提

示，在条项增减变化之间却能看出消费

升级的一些端倪。

反映在过年方式上，增加了“出门旅

行要留神”“滑雪、游乐场游玩注意安全”

的内容，直观说明旅游过年成了很多人

的新选择。

要问透过哪个行业最能看清楚当下

消费现状，一定是旅游这个传统又现代

的行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旅游

早已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变为休闲

生活的“必需品”。无论以消费人群划分

的亲子游、家庭游、银发游，还是以业态

划分的养生游、邮轮游、房车游，都在满

足人们多元化需求的同时，让旅游市场

越走越宽广。2018年的消费提示专门指

出，通过旅行社春节出游的消费者，要尽

量选择有合法资质、规模较大、信誉较好

的旅行社，要提防低价旅游高价兜售保

健品或全程购物游的“陷阱”，要到旅行

社营业场所签订旅游合同，等等。

在旅游消费升级形势下，人们更在

意旅游的品质，对住宿、餐饮有了更高要

求，倾向于选择自助行或半自助行方

式。而当年轻人成为旅游消费的主力群

体之后，他们爱自由、够洒脱、重体验，愿

意花时间在网站上寻找机票、酒店、景点

的最优组合，为自己定制一份完美的旅

行“菜单”。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变化，中

国消费者协会今年还特别提醒，选择在

线旅游平台预订酒店、机票、车票等，结

算时一定要看清是否存在替消费者勾选

不必要服务项目的情况，留神商家捆绑

销售的“坑”。

至于“滑雪、游乐场游玩注意安全”

的提示，恐怕就是源于冰雪游的升温

了。如今，滑雪不再只是北方人的运动，

随着雪场的往南推进，让一部分人养成

了滑雪的习惯，利用春节假期“旅游+滑

雪”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应选择正

规、安全设施齐全的滑雪场，同时要增强

自身安全防护意识，使用专业滑雪装备，

佩戴安全防护设备”，出发前记住这些提

示准没错。

当然，消费提示也始终保持对热点

问题的关切。比如，办理预付卡要谨

慎。近年来，美容、美发、健身、家政……

各种各样的预付卡走进了人们生活。在

带来便利的同时，因预付卡经营者关门

跑路引发的投诉事件也给消费者增添了

不少烦恼。中国消费者协会此时的警

示，是为了让消费者能自我保护，冷静消

费。这并不意味着相关部门要一直当观

众。事实上，上海率先对单用途预付卡

进行立法，就说明相关部门已经在行动

了。比如，小心扫码送礼品等新型诈

骗。这些看似简单实惠的“扫码送礼”，

往往演变成深不可测的“陷阱”。从假冒

的“违法停车罚单”到激发爱心的“扫码

创业”，不法分子利用二维码制造的新骗

局层出不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

择权及隐私权，更触犯了法律。广大消

费者还是要记牢消费提示，提高防范意

识，时刻提防个人信息泄露和新型诈骗。

人们常说，这世界变化快，一不小心

就会跟不上时代。此话没错，越来越多

的新消费让大家的生活方便、多彩，也不

可避免地催生了问题、烦恼。在逐渐加

快的节奏里，不妨多听听消费提示，小心

商家的“套路”，拥抱让人欣喜的变化。

置办年货应杜绝浪费
高 凌

每逢过年，添置新衣置办年货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如今，在很多家庭，置办年货却变了味，不理性地集中消费、
冲动消费、过度消费甚至于过度浪费，已成为过年的不好风
气。这一变化背离了合家欢乐、团圆幸福的应有本意。

据悉，大城市的居民家庭在春节期间的消费是平时的
数倍甚至十几倍。平时节衣缩食的人们，在春节气氛的影
响下，买了很多吃不完用不了的年货，其中不少因为腐坏而
最终被丢掉，成了垃圾。有的人家提前储备年货，整个正月
里也够用，但年假期间吃不了。这些提前大量囤货的行为，
造成了浪费，也影响了节前的物流和价格市场，是不理智和
冲动的表现。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勤俭节约之风。各个家
庭在置办年货上也应有成熟的消费观，这也是杜绝铺张浪
费，培育勤俭节约社会大风气的重要土壤。建议人们置办
年货时按需采办。这样，“年”才更有实际意义。 （作者单
位：山东滨州市滨城区创业商务中心档案局楼吕剧团）

农民买年货有三个特点
王宗征

随着新春佳节临近，农民采购年货日渐升温。据了解，
今年农民采购年货主要呈现三个特点。

一是网购年货成时尚。一般农户还保留着在农村集市
和城镇超市采购年货的老习惯，但年轻一代选择网上采购
年货较往年明显增多。中老年农民对此感到挺新鲜。受此
影响，也不再一味固守年货采购的老习惯，转而支持家里的
年轻人网购年货。

二是采购种类多样化。如今农民采购的年货商品，已
突破食品、烟酒、服装等节日用品的局限，扩展到采购电子
产品、春联、年画、窗花、灯笼、鲜花以及农业科技、生活、文
艺方面的书刊等。可见，年货的文化含量提高了。

三是年货置办理性化。年货市场商品丰富，农民不再
像过去那般，过量采购和储备年货，花费不再大手大脚，变
得精打细算。他们在年货选购方面更注重精准和实用，对
鱼、肉、蔬菜等副食类年货定量采购，尽量减少储存，追求食
品的新鲜度。 （作者单位：天津市宝坻区新闻中心）

春节消费要适度引导
赵登亚

春节将至，人们纷纷置办年货。但是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为品位。人们的春节消费，应根据经济收入量力而

行。有条件的，可以带着老人、孩子上村淘网站，在网上选
购喜欢的年货，比如花生油、牛肉、玩具等；收入一般的，可
以采购既体现品位又消费得起的年货。在保证消费品位前
提下，不搞迷信、低俗的消费，不铺张浪费等。

二为引导。春节期间，针对消费趋势，基层组织应有效
积极引导，利用报纸、广播、微信、QQ 等载体，既宣传适度
消费的观念，又提倡时尚购年货的方式。

三为适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置办
年货款待或馈赠亲友，是体现亲人之间互为关心的方
式。向老人赠送的礼物，可以是按摩器等健身器材；送
给孩子的礼物最好选择开发智力的玩具。一句话，礼
轻，情意重。

（作者单位：江苏沭阳县东小店乡人民政府）

农村年货对接“互联网+”
谭三要

湖北秭归县归州镇贾家店村，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互联
网+脐橙”富裕农村。近年来，村里农户通过网络信息技
术，把“秭归脐橙”的销售搬上互联网，向全国各地提供新鲜
美味的年货——秭归脐橙，收入明显提高。同时，村户实现
了既是年货卖家又是年货买家的“双重身份”，不少村民通
过互联网购买泰国香米、智利车厘子等高档食品置办年
货。然而，在物流、售后等方面还存在多重隐患，需要更好
对接。为此，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建设标准化物流。加强农村道路、电商中转站等
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普及“三段式”标准物流模式，即：电商
中心仓—县域级配送中心—乡镇配送站—村级站点，实现
省内“24小时”、重点城市“48小时”无缝链接物流圈。

二是强化标准化监管。地方政府应打造规范化售后机
制，让农村年货真正实现“卖得开心、买得放心、用得舒
心”。 （作者单位：湖北秭归县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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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把握春节消费
刘志波

临近春节，作为消费者，应始终保持良好消费习惯，尤
其需要理性把握好消费的度。

首先，对待商家优惠促销手段要慎重。春节是促销季，
商家会向消费者推送优惠券、折扣券等，但一些商家的优惠
政策却设置了使用范围和期限等附加条件，这需要广大消
费者面对诸多诱惑保持理性，谨防虚假打折。

其次，办理消费预付卡要谨慎。春节期间，商家有充足
理由让消费者办理预付卡或续卡，消费者需对此保持谨
慎。如若需要办理消费预付卡，一定要审慎了解商家资信
情况，对相关服务内容也要当面确认。

第三，出门旅行要留神。利用春节假期出游，也是很多
平时工作繁忙没时间外出的上班族首选。如果跟团游，就
要尽量选择有合法资质、信誉较好的旅行社。切忌一味追
求低价，提防低价旅游高价兜售保健品等现象。要与旅行
社签订正规旅游合同，对行程安排、酒店标准、购物次数等
有明确约定。（作者单位：云南会泽县待补镇党政办公室）

春 节 出 游 成

为很多人的过年

方式，图为消费者

正在用手机查询

旅游线路。

牛 瑾摄

在北京的沃尔玛超市宣武门分店内，人们正在选购年货。 牛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