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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服务要跟上农村消费需求

魏永刚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正成为促进

消费的重要形式。不仅城里人习惯于

“下单消费”，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在逐

步适应线上下单、线下接货的购买方

式。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这种

线上线下协调配合的消费方式，把更

多农村都“圈”了进来。

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在很

多地方都高于城镇。收入的增长激发

起农民更大的消费需求。农民的需求

虽然散落在各个村庄和农户中间，但

是有了互联网，有了网络的便捷，就能

汇聚成拉动消费的巨大力量。线上消

费把农村消费市场“圈”起来，是一项

值得期待的事业。

这种积聚起来的农村消费需求，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增加，在消费

品质和对商品的质量需求上，几乎达

到了与城市消费者同一个水准。尤其

是农村青年群体的消费，可以说，和城

里人的消费已经差别不大了。城乡之

间的消费形式和消费内容过去很长时

间都存在很大落差。有了互联网，这

种落差正在迅速填平，农村消费短短

几年实现了迭代提升。现在，农民使

用的家电产品，建筑装修的建材需求

等，都已经与城里人相差无几。

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消费

服务需求也逐步提高。眼下，网络消

费已经在农村铺展开来，但是线下服

务还是短板。要更好地激发农民的线

上消费热情，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就得

在短板上下功夫，线下也要“圈紧”农

村消费市场。

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线下配送服

务。“打通农村快递最后一公里”，已经呼吁了很久。我国农村

数量多，分布广，地理条件多种多样，快递业走完“最后一公

里”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圈紧”农村消费市场，快递业发展

的步伐不能停顿。与此同时，服务跟不上，也是农民消费的一

大烦恼。即使在快递已经到达的农村，人们更多担心的也是

商品服务。不敢从网上买东西，农民心里疑惑最多的是“出现

问题怎么办”。农民本来就习惯于面对面交易。线上下单，如

果线下服务再见不到人，农民的担忧就难以消除。可以说，线

下服务跟不上，已经影响到农民的网络消费。所以，“线上”消

费进行到哪里，“线下”服务就应该延伸到哪里。

线下服务贴紧农村市场，基础性条件是交通、网络等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更关键的则是企业的责任。快递企业要在拓

展农村市场、提高农村快递服务上多出力，把快递服务“线”不

停延展；生产企业则要把服务农民当做一项重要事业，在服务

方式和服务内容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这样，才能充分运

用互联网的便捷，让农民更好地享受线上消费服务。

熊猫文创带火了消费，也让每个人都感受到成都蓬勃向上的活力——

带 一 只“ 熊 猫 ”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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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来耍，你当然不能带走一只真

的熊猫，但你很难不带走一个与熊猫相关

的文创产品。毕竟，作为成都的“标签”，

熊猫元素在这里随处可见。或许吸引你的

是 熊 猫 憨 态 可 掬 的 模 样 ， 然 而 在 内 心 深

处，你赞同和喜爱的，一定是这座城市悠

闲从容的气质，这何尝不是熊猫生活状态

的一种折射呢？无处不在的熊猫文创，正

是以乐观积极的态度，让人感受到成都这

座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

展现熊猫元素展现熊猫元素

春熙路。在成都国际金融中心的 7 层雕

塑庭院，有一只身高 15 米，重 13 吨的“爬墙

熊猫”，作为“来成都必看的第二只熊猫”，每

年有近百万游客与它合影留念。百米开外，

一只可爱的小小的熊猫“撩”开帘子，从成都

银石广场裸眼 3D 大屏里“钻”了出来，挥一

挥小爪子，带起一片惊叹之声。春熙路地铁

口的肯德基是全国首家熊猫主题餐厅，在这

里，你可以一边啃鸡翅，一边观看由人工智

能自动剪辑的海量熊猫短视频。

沿着路标的指引，顺着成都东湖公园里

绿树成荫的小径便可来到“Heart Panda”的

家——成都天府熊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公司外的草坪上，两只一人多高的熊猫身着

不同的彩绘主题服饰，或趴或站，憨态可掬，

惹人喜爱。

“关于‘Heart Panda’形象的由来还有

一个感人的故事。”成都天府熊猫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负责人罗伟告诉记者，2008 年汶川

特大地震对熊猫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

威胁，一群年轻的艺术家震后去四川阿坝州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赈灾，巧遇一只躲过

劫难的大熊猫。当时这只熊猫虽然受了伤，

却用两只爪子扒着围栏，努力站立起来抓取

围栏外的竹叶。“它坚强而勇敢的形象深深

印刻在大家的脑海中，回到成都后，这群艺

术家以这只熊猫为原型，创作出了艺术熊猫

‘Heart Panda’。”罗伟说。

十多年来，Heart Panda 从成都出发，足

迹已遍布全球 20 余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公共

艺术巡展、公益慈善等形式分享传递着“坚

强、勇敢、友爱、包容”的中国精神。

熊 猫 是 成

都 的 文 化 符 号 ，在

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艺

术家从事着与之相关的文创

产品创作。如今，围绕熊猫元素，成

都开发出上万个版权产品，对展示城市形

象，助推“熊猫经济”起到积极作用。

实现版权变现实现版权变现

圆，这是一家名为思想实验的工作室旗

下品牌 PANTTERN 给人的第一印象。当

熊猫圆圆的脑袋、眼睛和耳朵通过编程和动

画以文创产品的形象展示出来时，圆形就变

得充满了几何感和未来感。最初，思想实验

主理人宋轶男只是将程序代码与图形进行

联动设计，再为他们点缀上灵动的色彩。令

人意外的是，当作品呈现在潮流服饰、家居

装饰上时，看起来简单又高级。“年轻人喜欢

的熊猫或许就该长成这个样子。”

今年夏天，宋轶男

在成都太古里为 PANT-

TERN 开了一家快闪店。“两个半

月时间，没有使劲儿推，效果却很好。”宋轶

男所谓的效果是说，除了出售商品获利外，

她还接到了不少寻求长期合作的订单。“我

更珍惜的是和顾客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他们

对产品提出的建议给了我们启发，他们的喜

爱让我们更有动力做下去。”

“通过文创+产业的模式，我们与泸州老

窖、海螺沟天然饮用水、六神等品牌达成了

合作意向，将‘Heart Panda’的形象与产品

设计结合起来，实现版权变现且大受欢迎。”

罗伟向记者展示了“Heart Panda”与泸州老

窖百调联合打造的首个以大熊猫形象为核

心的白酒类产品。瓶身是一款名为“汉儿”

的熊猫，身着汉代出土漆器花纹的服饰，辅

以红黑金三色装饰，尽显蜀汉遗韵。

表达成都味道表达成都味道

成都是熊猫文创生长的沃土，这里有蜀

绣、蜀锦、漆艺、竹编等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把它们“穿”“戴”“拿”在备受喜爱的

熊猫工艺品之上，便成为了可以让消费者带

走的成都记忆、成都味道。来自北京的游客

齐敏告诉记者，每次来成都，都要带几把绣

着熊猫的扇子回去赠送亲友。

成都历来重视发展文创产业。宋轶男

说：“成都的环境滋养着人们的创造力，许多

新潮而小众的创意在这里诞生，你不必急着

追求所谓的人生成就，沉心静气原本就是创

作者最独特的气质。”

除了熙熙攘攘的春熙路和风光秀丽的

东湖公园，杜甫草堂、宽窄巷子、熊猫基

地⋯⋯在成都，与熊猫相关的玩偶、冰箱贴、

手机壳等文创产品比比皆是，它们创造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今，成都对熊

猫文创产品的开发不再停留于“做做样子”，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熊猫作为“形象大使”却

又赋予产品更深刻的内涵，这才是吸引消费

者，让“熊猫经济”风生水起的内因所在。

上图上图 进博会上用进博会上用羊驼毛制作的熊猫玩羊驼毛制作的熊猫玩

偶偶广受欢迎广受欢迎。。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颖颖摄摄

左图左图 成都春熙路上的熊猫会客厅日前开成都春熙路上的熊猫会客厅日前开

张了张了。。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刘 坤坤摄摄

“李村河水，如你般清澈。多少过往愿一生去珍藏，像李村河

永远守护着李沧⋯⋯”近日，一首原创城市民谣《李村河》在网络上

传唱，引发广大岛城市民的共鸣。作为山东青岛市区较长、支流较

多的河流，现如今的李村河水印绿廊，杨柳依依，成为李沧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青岛市李沧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李村河

按照“源头治污、系统治水、生态治河”的理念，经过 10 多年的系统

治理，以崭新的面貌蝶变归来，探索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北

方大型缺水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经验模式。

时代列车，疾速奔驰。生活在李村河流域的青岛知名摄影师

用镜头记录下了李村河的变化。曾经李村河河道被开垦为菜地，

河中生活污水、垃圾横行，现如今这里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取景拍摄

地。今年的李沧区记录小康摄影作品展现场，在摄影师精彩的镜

头下，展现了一幅幅绿水青山齐鲁画卷。

时光流逝，见证时代变迁。回望 12 年前，李沧区启动李村河综

合整治工程，一、二、三期工程共投入近 15 亿元。治河先治污、生态

与景观融合、人水亲和⋯⋯李村河综合整治工程深入践行了“山水

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处处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通过新建多级拦水堰实现河道蓄水，将河道作为水生态净化

系统和过滤器，李村河整合雨洪利用系统、生物栖息地系统、大集

文化系统和健康绿道系统，构成一个综合解决城市水环境问题的

生态基础设施。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李村河流域打造了一批高品

质绿地、公园，基本实现了 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就是幸福。“这里景美，我

们心里更美！”李沧区上流佳苑社区居民李先生说。上流佳苑社区

是因李村河而得名的古老村庄，随着李村河上游综合整治工程的

启动，社区已完成了城中村改造。李先生和邻居们的居住环境随

着李村河综合治理“水涨船高”。如今，漫步在上流佳苑，智慧社区

平台优化升级，居家一键呼叫系统便利下的一键送餐，让老人与行

动不便者享受到了送餐到家服务；由志愿者、楼长、物业工作人员

组成的志愿队，通过宣传督导、点位评比，让社区全面实现了垃圾

分类；小区加装电梯颇受好评，爱心救助委员会救群众于危难之

时，深化党员精准联户⋯⋯生态惠及民生、生态保护推动高质量

发展。

山河日月刻初心，挥洒热血铸青春。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

日活动在李村河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公园开展，讲解员带领周边高

校党员学生重温入党誓词。在这里，一群“红领巾”们系下了人生

难忘的扣子；在这里，一批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再出发，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这么多年来的愿望——暖气

片终于安上了。”位于李村河中游的书院路 66 号居民王女士兴奋地

说。由于基础设施老化、配套设施不全、公共服务缺位，这里成了

“被遗忘的角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一批批

“被遗忘的角落”迎来了新生。现如今，李村河两岸，一场用心、用

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生动画卷正在奋力书写。

生态美，产业兴，绿色绘就“新动能”底色。时下“双 11”购物节

如火如荼，“直播带货”成为年轻人热议的焦点。位于李村河畔的

青岛国际特别创新区绿洲数字众播基地，一场沉浸式场景众播正

在开展。基于物联网技术打造的数字化场景、数字主播、线上虚拟

试衣等数字化体验，这场直播反响强烈。像绿洲数字众播基地这

样的“四新”企业，李沧区数字经济园区已入驻超过 120 家，今年仅

前三个季度税收超过 3.5 亿元。昔日价值“洼地”在新发展格局中

找到了新定位，借助数字经济新引擎，实现动能转换。锚定“四新

经济”，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方向布

局新赛道、塑成新优势⋯⋯现如今，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正在

这里搭建。高灯科技、泰德轴承、中瑞车联、云裳羽衣、纳肽得⋯⋯

一批“四新经济”潜力股在这里成长，一个个“独角兽”“瞪羚”企业

在这里壮大。绿色发展正在悄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四新经济”

正在逐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多少缘分是一眼就爱上，成全了所有美好想象”。城市民谣

《李村河》里的歌词是如此悠扬，激发着一代代李沧人锐意进取、开

拓前进。清清李村河，盈盈润万家。李沧正擘画高质量发展生态

画卷，绘就时代蓝图、共谱时代乐章。

（数据来源：青岛市李沧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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