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的春节不同寻常，数以

亿计中国人将选择“就地过年”，这

既显示了全民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坚

定决心，也考验着各行各业应对春

节假日消费新变化的能力。记者在

采访中观察到，不少商家正结合实

际情况，转型创新、积极应对，总结

疫情以来产业稳步复苏的经验，摸

索 未 雨 绸 缪 、面 向 未 来 的 发 展

新路。

疫情防控常态化带来了更多

新模式。比如博物馆或书店里的文

化活动可以线上远程参与，饭店里

的年夜饭能通过团购预订半成品送

货上门，越来越多快递小哥整个春

节“不打烊”，等等。可以预见，疫情

防控常态化的新局面，必然推动一

些文化类、消费类行业融合转型的

进程，也考验着商家的进取心与责

任感。

适应“就地过年”，商家要打破

固有思维定式，找准业务核心竞争

力，勇于探索线上服务等多元模

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已有不

少酒店面向本地居民推出“宅在酒

店过春节”的休闲模式；文化行业将

电影、图书的宣发渠道转向线上平

台，开展直播带货等。

转型创新，要快更要实。商家要

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

调整和优化，在布局多元业务的同

时，将实体店服务、防疫工作做扎

实。毕竟过硬的产品、优质的服务、

安全的环境，才是商家立身之本。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适者

生存，是不变的法则。不少企业因

疫情陷入的“低谷期”，若善加利用，

或能成为顺势转型的“窗口期”。

如 2020 年下半年，国内不少影院在严守防疫规范前提下，利

用有较好市场口碑的老片复映，为新作上映预热，逐步激活

市场。通过及时调整银幕数量、分批次恢复上座率、拓展线

上零食销售等业务模式等方式，刺激行业加速复苏，令中国

一跃成为 2020年全球最大票仓。事实证明，把握大浪淘沙的

机遇，顺势而为，就能迎来新阶段的新发展。

疫情是对各行各业的考验，此

次“就地过年”则是一次压力测验。

经历过风雨，必将迎来发展的新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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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提倡就地过年，春节期间网购量预计会有所上升，

快递的业务量也会比往年多。”中通快递北京南沙滩网点负

责人戴洋告诉记者，今年春节该网点近一半员工将留在北京

过年，“为了保证春节期间防疫安全，北京中通快递除了做好

日常消杀工作，还为所有快递员接种了新冠疫苗”。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通快递对到岗包裹全部进行消杀，

转运中心每日也会进行环境消杀，在岗快递小哥需全天候佩

戴口罩。中通还在北京设置了全天候核酸检测点，对公司所

有进出京人员随时进行核酸检测，多措并举为快递员和消费

者搭起健康屏障。

中通快递北京后海网点快递员刘同辉告诉记者，今年春

节网点会给在岗员工发放三倍工资，“还有奖金和派费，派费

由 1元多调整为 2元，这样过年期间我们的工资差不多是平

时的四五倍。公司还为我们安排了新冠疫苗接种，保障我们

的安全。虽然春节不能回家，但是大家也都干劲十足”。

对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春节期间快递物流畅通与

否、时效如何。为满足快递服务需求，中通快递提出将在

2021 年继续提供“春节不打烊”承诺服务。据了解，今年春

节期间，中通将时效保障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国 209 个城市，

全国省会城市全覆盖。目前，中通正提前协调全网资源，准

备充足的人员、车辆和场地，保证服务时效。

“苏宁物流连续第 9 年坚持‘春节不打烊’。春节期间，

物流不停运、服务不涨价，3C、生鲜、家电、海外潮品送货上

门。”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区北京物流公司总

经理胡潘说，对于北京地区家乐福、苏宁小店 10公里范围内

覆盖的社区，将承诺“3 公里内 1 小时送达”，并在末端推行

“无接触配送”服务。“除了苏宁小店代收、物业代收、指定位

置投递、社区自提等多种无接触配送方式之外，必须当面交

付的，苏宁快递员也要与消费者保持 2 米以上距离，确保双

方安全。”胡潘说。

为确保春节期间全网快件平稳高效运行，韵达速递已做

好全面准备。韵达速递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春节韵达的数字化服务将更精准，以保障快递的时效

性。记者了解到，在分拨中心，韵达速递根据对货量等的预

估，会提前准备充足的车辆、场地和运力资源；在网点，根据春

节运营要求，做好快件的收取、派送、操作、提货、发货工作。

在服务过程中，韵达速递还将通过节水、节电、推广使用电子

面单和可循环包装袋、做好垃圾分类等多种方式，提高绿色环

保水平，充分保障今年春节期间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春节将至，面对“就地过年”的新

情况，电影院、书店等文化消费场所会

有哪些新变化？

“就地过年，意味着一线城市影院

可能迎来更大客流，肯定要经受接待

能力、日常防疫的双重考验。”北京一

家影院投资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中国现阶段成为全球最大票仓，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急需强有力

的佳作刺激市场，如何找到盈利增长

点来适应观众消费习惯的改变、调节

行业生态，“还需要时间”。

今年春节档会是什么情况？据苏

宁影城上海大区经营部总监凤维强判

断，积蓄了一年缺量的中国电影票房，

或将在新春假日迎来一波高峰，大型

影 城 单 日 观 影 人 数 预 计 有 望 突 破

7000 人次。“从复工后的节庆档期看，

在严格控制上座率的前提下，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头部院线会出现爆款影片

一票难求的情况，如果消费能力强的

青年观众集中在大城市、大院线，往年

伴随返乡潮春节档观影量激增的三四

线城市影院票房，或将受到较大影

响。”凤维强说。

相较人员集中、空间封闭的影院，

书店、艺术展馆等文化场所也是许多

人欢度假日的主要选择。对“就地过

年”，这些文化场所准备好了吗？

“我们书店已于去年 7 月恢复 24

小时营业，春节期间同样不打烊，欢迎

在武汉过年的人们来阅读和休息。”武汉卓尔书店执行总经理

王宁告诉记者，每到节假日书店客流都有显著增加，在今年的

新形势下，兼具图书销售、文化休闲、艺术品展示等功能的综

合性书店，将有机会更全面地展现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时至今日，书店的定义已不局限于实体。“春节期间，我们

将为顾客准备福利折扣，结合线上大数据情况为顾客推荐适合

春节的文化产品。我们还在线下准备了插花体验等年味儿十

足的活动。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通过调整线上、线下活动的

比例，我们始终维持着较高的顾客活跃度。”十点书店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面对新情况，文化品牌更需打破虚拟与现实的界

限。“各行各业都需要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及时调整发力点。”该

工作人员表示，自 2018年“十点读书”由线上文化平台拓展出

线下实体书店业务以来，将自主IP与书店实体、线下活动相结

合，与全国近10万名消费者建立起了更牢固的链接。

不谋而合的是，布局线上销售和新媒体增收渠道，也成为

众多影院转化危机的突破口。苏宁影城依托苏宁易购实现线

上线下联动，除了在苏宁易购线上推送优惠观影活动信息外，

影城内的零食及电影周边等产品，也都可以实现线下体验、线

上购买、快递到家。“线上结合线下的经营模式还在持续地探

索中，比如今年春节大家就地过年，既是产业加速复苏的好时

机，也是对影院创新举措的一场大考。”凤维强说。

记者感受到，全民防疫常态化的背景下，文化产业实体场

所依靠科技创新，不断拓展线上多元业务、探索更多无接触服

务方式，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在人员较为密集的文化消费场所，如何保证疫情防控到

位？记者观察到，不少影院都采取了线上实名售票、线下自助

取票的方式，以减少人员接触。书店、艺术展馆在定时消杀清

洁的同时，会有专人维持现场秩序，提醒顾客避免聚集、戴好

口罩。凤维强表示，为迎接观影高峰，苏宁影城还将投放测温

机器人，以提高通行速度，减少人员聚集。“我们也准备了一些

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情况。从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将进一

步丰富线上产品，为春节档的销售高峰蓄力。”

过了腊八就是年。随着年味渐浓，很多消费者已开始准

备年货。虽然不能返乡过年，但人们对于家乡味道的牵挂反

而更为浓烈。记者发现，“四川居民家中窗台挂满腊肠”“东北

大爷千里网购白菜包饺子”等话题在网上频频引起热议。据

淘宝预计，各地家乡年货、原产地美食、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

产手工艺品、牛年主题新品等年货即将迎来消费高峰。另外，

城市里过年的人增多后，米面粮油肉蛋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

也将比以往需求量更大。

记者调查发现，为方便消费者“就地过年”，各大电商平台

和商超都加大了线上销售和配送力度。天猫“小二”徐立告诉

记者：“天猫年货节已于1月20日启动，涵盖各地家乡年货、原

产地美食、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牛年主题新品

等。淘宝也将同期上线地道年货会场，精选全国地道年货，如

潮汕牛肉丸、陕西裤带面、内蒙古牛羊肉等，让身在异乡过年

的消费者也能感受到家乡味道。”

年货购买是否方便，生活和防疫必需品是否充足？购买的

商品能否按期配送？这些也是消费者关心的话题。徐立透露：

“为方便春节期间消费者网上买年货及生活必需品，今年淘宝

将组织有条件的商家继续正常运营，保障春节期间粮油米面、

口罩、消毒液等充足供应，209个城市快递正常发货。”

为保障各地线下年货集市的农产品销售，淘宝还将搭建

“土货鲜食频道专场”提供支持，方便消费者在网上支持家乡

年货，吃到家乡味道。此外，淘宝芭芭农场也将采购 2万吨果

农的水果，送给消费者当年货。

年夜饭怎么吃？记者在北京一家盒马超市看到，汇聚了

湖南嫩腊肉、川味腊肠、苏州八宝饭、福建佛跳墙、广东盆菜等

各地特色风味美食的“年味专区”，已经陆续在盒马线上 APP

和线下实体店开放。除了盒马自有品牌的腊味熟食、特色成

品菜之外，来自全国盒马鲜生采购基地的原产地食材，为不能

回乡的家庭提供千里之外的家乡菜原材料。盒马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盒马首次推出了适合 4人至 6人规模的“小家庭年

夜饭”，以盒马工坊的热菜与半成品菜为主，让消费者无需提

前预订酒席或外出用餐，在家就能吃一顿简单不费力的年夜

饭。与往年一样，盒马在农历除夕、大年初一也将开门营业，

除夕当日依然开放年夜饭堂食及在线下单渠道，满足消费者

对年夜饭的多种需求。

此外，春节假期逛商场也可以在“云”上实现。银泰百货

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响应国家“就地过年”号召，银泰百货将加

强线上销售力度，在门店打烊期间，消费者可以通过喵街、新

零售直播“云逛商场”，喵街 24 小时营业，消费者可以挑选喜

欢的商品下单。待门店与快递开工后，第一时间派送至全国

各地。

春节即将到来，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多地先后发出倡议，倡导务工人员等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非

必要不返乡”，留在当地过年。虽然是“就地过年”，但年味不能减。节前消费市场供应充足吗？年夜

饭怎么吃？快递物流顺畅吗？文化消费场所将采取哪些防疫措施？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对电影院和书

店等文化消费场所、快递企业、电商等进行了调查，看看商家们面对新形势的新做法。

“就地过年”，商家准备好了吗
——服务业企业备战“不一样的春节”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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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云祝福 送春联”直播

活动现场，主播正在向直播间粉丝展示该县书法爱好者书写

的福字。 陶维明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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