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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着朋友圈，不经意间就刷到

广告；想找一部好剧看看，可是屡屡

被游戏广告打断；阅读本是件畅快

的事，却总有弹窗干扰……“关不

掉”的手机 APP 广告，降低了消费

者对一款 APP 的好感，成了令人厌

烦的“牛皮癣”。

关闭 APP“牛皮癣”式广告为啥

这么难？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

大家都知道，卖广告是互联网

流量变现的重要方式。在浏览网页

时，经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广告

窗口。对此，纵然是通过浏览器或

者设置插件过滤得很完备了，也难

免有漏网之鱼。经验告诉我们，没

有哪个网页不卖广告的。

同样，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世

界里，没有哪款 APP 不含广告。如

今，网购消费者难免都要经历大数

据画像。推送精准，竞价交易……

这些优势让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成

为互联网广告的主要发布媒介，也

是平台营收的增长点。但是，对于

基于个人信息数据收集使用基础上

的 APP 广告，消费者用户应当有选

择的权利，也有拒绝的权利。

但现实是，消费者往往找不到

广告关闭键设置，个性化广告推荐

“不可选择”问题普遍。如果消费者

想要关闭广告推送，就需进一步研

究应用软件，突破层层技术障碍，没

有一番“上下求索”的精神很难办

到。有的 APP 隐私政策规则冗长

复杂，没有明显提示；有的关闭入口

极其隐蔽，关闭流程设置繁琐；有的

甚至利用技术手段，限制消费者永

久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的权利。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 员 会 公 布 的《APP 广 告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评 价 报 告

（2020）》显示，对 600 款 APP 相关功能设置测试发现，仅

有14.5%可以找到个性化广告推荐关闭入口。

广告法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

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显

然，很多 APP 广告发布者没有做到这一点。对此，有关

部门应该重视起来，加强对 APP 广告的监管，更好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APP 广告无孔不入，千人千面。这类个性化广告背

后往往涉及个人信息，甚至个人隐私的保护问题。互联

网时代，用户应该拥有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不仅是说知

悉个人信息数据何时以及如何被收集共享，更应该有决

定是否允许这样做的选择权。数据控制者们处理个人信

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在个

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过程

中，须依法征得消费者同意。消费者有权请求及时删除

个人信息，并有权拒绝此类个性化广告。APP 广告发布

者有义务为消费者提供更便利的途径。毕竟，只有尊重

消费者权益，才能让 APP

生存更持久、成长更健康、

营收更靠谱。

图①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

区泉河头镇罗文口村聚福缘家

庭农场的工人在烘干刚采摘的

铁皮石斛花。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图② 载满游客的北京市

郊铁路 S2 线列车在春天的花

海中行进。

郭俊锋摄（新华社发）

图③ 位于北京 798 艺术

区内的弗洛花园鲜花体验中心

为客户定制的花艺沙龙课程。

曹 岩摄（资料图片）

图④ 河南省西平县嫘祖

海棠园里海棠花盛开。

崔宝轩摄（中经视觉）

春回大地，花开满园。

不论是烟花三月下扬州，还是如约而至的林芝桃花、武大

樱花、婺源油菜花，每一个爱花追花人都有烂熟于心的踏青

攻略；

在同样热闹的网络世界，浏览、下单、收货，线上购花便捷

之余，还“以花为媒”逐步开启新玩法、新模式；

一场春雨一场暖，线下实体店鲜花售卖正酣，搭配鲜活有

趣的体验和温馨细致的服务，唤起人们柔软的记忆。

花开正好，弥漫着美好生活气息的“花经济”犹如春花一

般兴盛起来。如今，赏花、买花、摆弄花艺已不再是专属中老

年消费者的爱好。随着各种网红打卡地、时尚花艺、悦己文化

的流行，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鲜花消费人群中的一员，沉醉于色

彩斑斓的花花世界。

是花非花 激活城市IP

老家在江西婺源，已在北京朝阳区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工

作3年的程潇宇告诉记者，过去几年，总有一件事儿困扰着她：

“身边的朋友都知道婺源油菜花，都来问我婺源有什么油菜花

特产可以留作纪念，我心想，油菜花确实浑身是宝，能榨油、能

酿花蜜，可惜都不好携带，都不能算是完美的纪念品。”

去年“十一”假期，回家探亲的程潇宇和家人一起去婺源

篁岭小镇逛了一圈，7 瓶油菜花香氛是她此行最中意的“战利

品”，“篁岭开了一间以油菜花为主题的文创小店，之后我还在

婺源高铁站、江湾镇看到了它的分店，香水、T 恤、随行杯、包

袋……这样的纪念品才是我想要的！”

程潇宇口中的文创小店，是 2019年 10月在篁岭景区开张

的首个以油菜花为题材的文创 IP 店铺“Yellow Flowers黄花

花”。2019年春天，黄花花创始人易苗在婺源考察时被遍野的

油菜花深深吸引，随即开展关于“黄花花”的美术创作。

“法国有著名的薰衣草之乡普罗旺斯，中国也有金色的油

菜花海婺源。我们致力于对油菜花 IP的开发，首先打造出‘黄

花花’艺术符号，再尝试创意产品研发，与相关加工企业合作

进行量化生产，从而打破花期靠天吃饭的限制，留住春天的味

道。”易苗告诉记者，今年入春以来，婺源油菜花海陆续吸引了

万千游客的到来，而 138元一瓶的香氛产品，仅黄花花篁岭店

铺，周末单日就卖出 270多瓶。“我们还接到来自江西崇义、甘

肃武山等6个县市的邀约，将根据当地特色研发新的油菜花文

创产品。”易苗说。

种的是花，卖的却不是花。“花经济”绽放，游客体验到以

花卉为载体的本土文化，感受到花卉外延的城市文化品牌。

不只是油菜花，樱花、茉莉花、牡丹花、玫瑰花、海棠花……城

市 IP 有了新载体，文旅消费有了更丰富的空间场景。“现在的

赏花游不再是单纯去景区走走看看，而是通过对文化内容的

开发，带动各种花主题产品层出不穷，围绕‘花经济’产业游矩

阵式发展，提升花的附加值。”易苗说。

鲜花电商 引领生活美学

看花的人络绎不绝，买花的人也熙熙攘攘。这时候，懂得

设计、会讲故事的鲜花电商正大行其道。

家住北京丰台区马家堡街道的万婷婷关注了好几个鲜花

电商的微信公众号和 APP，“刚开始接触电商平台买花就觉得

方便，页面上有详细的品种介绍和养花知识，同城速递订单二

三个小时后就能收货。后来看到一些平台在做‘每周一花’的

活动，能体验拆盲盒一般的快乐，包月下单还不到 100元。买

花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

几年前，对于女性而言，鲜花还是奢侈品，只有在特定的

节日，才能收到新鲜的花束。而随着“她经济”“悦己文化”的

盛行，花加、花点时间、爱尚鲜花等鲜花电商平台走红，年轻女

性对鲜花的美学属性及其给生活增添的趣味感都有自己的独

到见解，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鲜花消费倾向日益上扬。

数据显示，2019年，鲜花电商市场规模达 535.1亿元，同比

增长 30%。据海关总署统计，2019 年我国花卉进口额 2.62 亿

美元，较上一年减少0.24亿美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首次出现

下降。本土花卉的竞争力及产品质量优势更加明显，消费趋

势正由进口转向内陆自产自销。鲜花电商市场交易规模值得

期待，预计2020年可达700亿元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鲜花消费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目前，花点时间品牌的

年度用户留存率已提升至 60%以上，且用户年轻化趋势明显，

前几年主力用户是25岁以上女性，现在18岁至25岁年龄段增

长非常快。”花点时间品牌负责人张琳说，消费者对鲜花的了

解越来越专业，对鲜花平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花点时间在 2015 年从鲜花订阅切入，截至目前已经发出

鲜花超 5 亿份，有 1500 多万关注户，并升级为生活方式品牌，

不久前完成了亿元 C1 轮融资，目标是为消费者提供全渠道

“鲜花生活美学”。

“鲜花电商开辟了礼品鲜花之外的新消费场景，提供更具

性价比的‘日常鲜花’产品。与此同时，消费者审美升级，鲜花

消费场景也在增多，完整的用户洞察机制亟待构建。”张琳说。

线上线下 打通新零售渠道

坐标北京，地铁进站拐角处的自动售货机里，除了饮料、

零食、口罩……还能有什么？还有鲜花。

这些鲜花自动售货机（鲜花驿站）来自北京弗洛花园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里面的鲜花价格基本在 19.9 元至 39.9 元不

等。每束鲜花都有自己的专属二维码，扫码后，消费者可以获

取花语、养护方法、生产信息等。

“驿站里的鲜花每 1天至 2天更换，目前我们在北京 70个

点位进行了布局，聚焦人们出行的最后一公里，弥补消费者在

线上买花时缺少的直观感受，和线上销售渠道形成互补。”弗

洛花园公司总经理李茂熔觉得，鲜花电商一样有行业痛点，

“用户只能在固定的时间收花，或者一次性订购但要等几天，

有的消费者当下就想用鲜花点缀生活或工作环境，这种等待

会让购物的快感消磨殆尽。”

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的女性 APP，也在不断挖掘鲜花快

销的可能。据统计，过去一个月，小红书以“鲜花”为主题的笔

记达到 1.53万篇，总收藏数超过 50万次。春节、妇女节，用户

对鲜花创作抱有极高热情。

能贩卖鲜花的自动售货机，能开展花艺培训的线下体验

中心，为了迎合公众的鲜花消费期待，弗洛花园还把有人值守

的“鲜花超市”建设提上了日程。“线上渠道迅猛发展，也加速

了线下实体的升级迭代，传统经营方式的花店将被淘汰，我们

做的是突破现有鲜花业态，提供全品类鲜花零售服务。就像

大家爱逛的宜家，今后在鲜花超市里，仅玫瑰品种就能达到 40

多样，顾客所想的，我们都能满足。”李茂熔说。

提供全品类服务，全渠道鲜花质量和性价比是关键。李

茂熔介绍，弗洛花园将直接从花农处购买鲜花，通过空运发往

全国分仓，仓库建有冷藏、恒温生产车间、自动化流水线设备

等，鲜花经过加工处理后被直接放到各平台售卖，保证最大程

度减少人工对鲜花的影响，整个流程时间大幅缩减，价格因此

能够更亲民。

本版编辑 陈 郁

西 平 海 棠 美 极 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伟伟

阳光明媚，春风习习，河南省西平县嫘祖

海棠园里游客如织。“这里的海棠花品种多、

花期长、面积大，不但吸引了很多游客来观

赏，还有不少摄影、美术爱好者来采风，我已

经在这里住了 4天。”3月 29日，来自湖北武汉

的摄影爱好者张清华告诉记者，“从客房的窗

户向外望去，全是海棠花，美极了！这两天下

了小雨，烟雨空蒙，别有一番韵味。”

“今年海棠花开期间，酒店入住率比平时

高 35%，就餐人数多 40%；与 2019 年同期相

比，酒店入住率和就餐人数均有所增长，保守

估计增长率不会低于 25%。”西平县东盛国际

酒店经理王浩告诉记者。

据西平县文化和旅游局相关同志介绍，

今年 3月 6日至 4月 6日的海棠文化宣传月期

间，西平已累计接待全国各地游客近百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2000 多万元。“省内外十多

家旅游团带领游客到西平观赏海棠，拉动了

旅游消费经济直线暴涨。”

近年来，西平县持续提升国土绿化面积，

森林覆盖率从 2014 年的 12.44%跃升至如今

的 30.17%，2019 年跻身河南省首批省级森林

城市，2020 年成为国家级园林城市。西平由

此实现了开窗见田、推门见绿的田园风光和

大美公园城市形态。同时，西平大力塑造“美

丽宜居，花海新城”的新地理标签，广植海棠

花，海棠花覆盖面积达70余平方公里。

西平县委书记聂晓光告诉记者：“海棠花

姿潇洒，花开似锦，芳香袭人，很受人们喜爱；

入秋后金果满树，可食可药。我们种植的西

府海棠、垂丝海棠等 70个品种 100余万株，几

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海棠花品种，是目前

世界品种最全最大的海棠种源库。”

越来越富有盛名的西平海棠带来活跃

的“花经济”。“来赏花的人数激增，带动西平

旅游业迅速发展，不仅饭店、酒店人员爆满，

与海棠文化相关的花艺体验、文创产品等新

消费需求也悄然兴起。”聂晓光说，按照“宜

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总体思路，西平县积极

挖掘文化和旅游资源，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赏花+文化”“赏花+体育”“赏花+农业”

“ 赏 花 + 工 业 ”等 系 列 活 动 受 到 游 客 热 烈

响应。

“这是我们以海棠文化为元素开发的宣

纸扇子，档次不同，价位也有高低，售价最低

的 20元一把，最高的卖到 100元……”在一家

旅游商品店，店主正向游客推销融入海棠文

化元素的商品。货架上各式各样的绘画、书

法、宣纸扇等琳琅满目。

西平县还专门为游客定制了多条旅游线

路，将嫘祖文化苑、嫘祖海棠园、嫘祖生态湿

地公园、小洪河沿岸等网红打卡点串连起

来。为了增加游客的代入感，还开展了海棠

花仙子评选、海棠文化主题征文、摄影、书法、

绘画作品征集等活动，吸引了更多人欣赏西

平海棠、描绘西平海棠、宣传西平海棠。

“我们将围绕海棠的资源收集、新品种培

育、引种驯化、栽培繁殖、开发利用产业链体

系，与河南农大联袂打造集繁育生产、观赏游

览等功能于一体的海棠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基

地。”聂晓光表示，将结合西平嫘祖历史文化

资源，以海棠花为载体，深度挖掘海棠文化、

深度开发旅游产品，用多样化的项目活动和

延链产品将季节性的短期鲜花经济变成常年

经济，实现“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鲜 花 经 济 前 程 似 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静原郭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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