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四8 关 注

老国货要

﹃
求新

﹄

郭存举

蜂花被关注，也提醒

国货品牌，媒介更迭日新

月异，营销手段花样百出，

企业应乘势而上，借力发

展，借助新平台把流量红

利转化为消费红利。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 1

月 至 10 月 ， 全 国 网 上 零 售 额 103765 亿 元 ，

同比增长 17.4%，网上消费保持较好增长势

头。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

下，网上消费保持稳定增长的原因何在？

“网上消费稳定增长，是疫情背景下网

民基数增长、网络购物自身特点以及电商快

速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

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提升了互联网应用程度，我国网民人

数保持高速增长，截至今年上半年，网民

规模超 10 亿，网上消费群体不断增多，特

别是中老年群体和农村网民普及率快速增

长 ， 进 一 步 夯 实 了 网 上 消 费 的 市 场 基础。

同时，网上购物自身具有的非聚集、无接触

的特点，满足消费者在疫情之下对消费安全

的需求，加上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快速迭代，

直播电商不断规范，助推网上购物增速保持

高位。

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继续推动网上消

费面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际上看，

中国践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始终坚持打

开国门搞建设，在新的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过

程中，推动网上消费可整合资源越来越多，

进口其他国家特色优质产品的渠道更加通

畅；从国内来看，日益强大的国内市场，为

推动网上消费提供更高质量的供给，日新月

异的国内新产品新服务，为网上消费的增长

提供了重要物质保障，通过供给创造需求，

推动网上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随着网上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如何进

一步依法规范发展平台经济？健全数字规则

显得尤为重要。今年以来，国家通过加强对

平台经济的监管，良性竞争的格局正在形

成，使得一系列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提升了

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李勇坚指出：“消费主流人群的变化，带

动了新时期消费理念的更迭。”作为互联网

原住民，青年群体获取商品及服务的信息

更加全面，这提升了他们对产品的时代性

需求以及审美能力，对消费的选择也更富

个性。

“国潮”兴起、国货受追捧与中国年轻

一代消费群体的成长密切相关。“网上消费

火热提升了品牌价值，使得中国品牌成为推

动网上消费高增长的生力军。”赵萍说。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分析师李

政波认为，在直播电商、生鲜电商、社区

团购、即时零售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

现的背景下，更趋数字化、智能化的网络

零售市场能够更精准触达目标消费者，更

好 满 足 消 费 者 个 性 化 、 品 质 化 消 费 需 求 ，

持续推动网络零售市场及相关配套体系的

迭代升级。

应看到，未来推动网上消费发展，一方

面要不断优化线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治环

境，持续提升消费者保护水平，创造在线消

费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提升传统电商平

台的服务水平，加快渠道变革，增强新业态

新模式对消费增长的引领作用。“直播电商

在选品流程、售前售后服务、消费者权益保

护方面要不断完善，尽早从享受流量红利转

到精细化运营和供应链优化的路径上来。”

赵萍说。

展望今年底至明年初的国内消费形势，

有关专家表示，疫情对消费的干扰将会进一

步减弱，消费总体处于常态化增长轨道中。

其中，商品消费将会保持平稳增长，同比增

速有所上升；聚集性的服务消费有望持续恢

复；创新型消费、绿色消费将引领消费增

长。代表消费升级的品质商品、品牌商品消

费会稳步增长，网上消费增速保持高位，新

能源汽车行业消费会加快增长。

最近，老牌国货品牌蜂花走红

网 络 ，消 费 者 中 掀 起 了 一 波 购 买

热潮。

消费者的热情，折射出对老牌

国货的认同。网友青睐带来的流

量不可低估。但也要注意，突如其

来 的 流 量 加 持 看 似 馅 饼 ，也 像 陷

阱。老牌国货要想从网红变长红，

就要在坚守初心基础上，主动寻求

创新。

首先，理念创新为先。对于拥

有数十年历史的老牌国货而言，要

想巩固拓展影响力，就要不断超越

自我。一些品牌已经因为理念陈

旧、服务落后、市场反应迟钝、缺乏

互联网思维等而淡出人们的视野，

“ 以 不 变 应 万 变 ”的 思 路 已 经 过

时。国货品牌要积极拥抱新的潮流趋势和市场环境，不

断完善创新链，借力数字化进行转型，为企业发展积蓄新

动能。

其次，产品创新为本。无论消费环境如何变化，品质永

远是核心竞争力。国货品牌要想赢得更多消费者，就要洞

察新生代消费者的产品需求和审美追求，持续为其提供有

价值的产品。此次蜂花的出圈，正是自身品质的实力体

现。事实证明，真正有持续影响力的国货爆品，基本都是依

靠品质和创新双轮驱动。网友为蜂花的包装设计“操心”，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品牌创新元素的缺失。人性化、个性

化的创意呈现，是产品畅销的必备元素。

再次，营销创新为要。哪里有流量，哪里就能变现。国

货品牌频频出圈，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一直以来，

蜂花以价格亲民著称，近 10年价格仅涨了 2元。目前虽然蜂

花产品已覆盖国内 1600 多个县市，但销售渠道仍以线下为

主。一直扑在产品上的蜂花很少打广告，或者是升级产品包

装设计。此次事件，是网友们给国货品牌的一次善意提醒：

媒介更迭日新月异，营销手段花样百出，企业应乘势而上，借

力发展，借助新平台把流量红利转化为消费红利。

情怀助攻，更要久久为功。在互联网大潮下，老品牌要

想焕发新生机，就需要不断探索和尝试，占领更多新赛道，

走出更为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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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月零售额超 10万亿元——

多重因素支撑网上消费稳定增长
本报记者 冯其予

贵州省黔西市村村有货

电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右

一）指导村民手机直播卖橘

子，助民增收。

周训超摄（中经视觉)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多年来，山东省济宁市坚持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充

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全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章，稳步推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站高谋远，探索文化“两创”新机制

近年来，济宁市立足优势，搭建平台，成立了济宁市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在山东

省率先挂牌成立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建立了文

化“两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设了孔子博物馆、复兴之

路文化科技项目等一批先导性、牵动性、基础性重大文化

项目；围绕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着力打造“尼山片区”，推

动建设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连续举办或承办 38 届国

际孔子文化节、8 届世界儒学大会和 7 届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中国网络诚信大会、“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等重大

文化活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活动，组织

参加山东文化贸易“走进匈牙利”“走进欧洲”“走进洛杉

矶”展览会；在尼泊尔组织举办“中国济宁儒学文化推介

会”；开通了“兖欧班列”“济青班列”，启动建设兖州国际

陆港，开通运营金乡内陆港。

化育知行，拓展文化“两创”新实践

近年来，济宁市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积极推进公民思想道德

建设，选树身边榜样，传递正向能量。深化“五讲六进·百

姓宣讲”志愿服务活动，组建 166 支百姓宣讲志愿服务队；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实践活动 10156 场，服务群众

80 余万人次。全市建成达标“儒学讲堂”3740 处，开展儒

学活动 4.8 万余场，服务群众 280 余万人次。

坚持以文育和，济宁市注重发挥“和为贵”文化的熏陶、

教化、凝聚作用，创新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把优

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建设“和为贵”社会

治理服务中心，推广“以礼相让、以理服人、以德教人、德法

融合”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刑事治安发案率、信访总量、诉

讼案件收案数量、民转刑案件“四下降”和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和社会文明程度“四提升”。

德教相长，展现文化“两创”新担当

地处孟母三迁处的邹城市凫山小学立足优秀传统文

化资源优势，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学生设立了“开

笔礼”“成长礼”“志学礼”三个里程碑仪式：为一年级的蒙

童举办“开笔礼”开笔破蒙；希望通过 10 周岁“成长礼”，让

学子成为翩翩少年；为六年级学生在踏上新征程前举行

“志学礼”，希冀孩子们在踏上新征程前牢记“一切靠奋

斗，立志做栋梁”。

为落实 《关于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加快

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 提出的优秀传统文化“六进”要

求，济宁市教育局把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实施素

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出台了 《济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指导纲要》，编写了 《走进

孔孟》 系列丛书；实施“一校一国学导师”制度，每年

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纳入全市教师教育培训计

划；打造技工教育传统文化育人品牌，成立济宁市技工

教育集团，建立技工院校传统文化教育实践基地；开发

传统文化教材，设置传统文化教学实验班，实施课前五

分钟 《论语》“每课一语”“国学经典诵读”教学活动，

精心打造思政“精品课”，开展“孝诚爱仁教育”“师德

师风培育”传统文化师资培训，构建了“四融六进”传

统文化育人体系。

文旅融合，锻造文化“两创”新成果

一河碧水，两岸青葱。2021 年国庆节前夕，“运河

记忆”文化街区夜游项目正式运营，坐落于济宁市中

心城区的这一文化盛景，打造了“一河两岸、三街六

巷、四馆五点”的生动景象，实现运河文化的保护性

传承，让古迹古街焕发新生机。近年来，济宁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为牵引，加快建设

世 界 文 化 旅 游 名 城 ， 文 化 “ 两 创 ” 工 作 取 得 显 著 成

效。被评为中国文化竞争力十佳城市，成功获得 2022

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承办权，入选第二批国家文化和

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启动建设了孔子博物馆等一批先导性、基础性重大

文化项目；组织实施了复兴之路文化科技项目等一批牵

动性、现象级文旅项目；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推进文化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大力实施“文旅融合发

展”3 年行动计划，成立孔子文旅集团，孵化壮大一批重点

文化企业，研学旅游产业集群入选省“十强”产业“雁阵

形”集群。6 家精品旅游企业入围省“十强”产业集群储备

库，“尼山夜游”项目成为山东省夜间经济文化新符号。

2020 年，全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172.79 亿元，占 GDP

比重 3.84%，增速 3.5%。构筑文化展示传播窗口，在全省

率先开通研学旅游高铁专列。整合 300 余家海外媒体开

展文化“两创”主题宣传，覆盖五大洲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 1.4 亿观众，大力提升了“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

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先行示范，聚焦文化“两创”新目标

以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为总抓

手，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常抓不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融入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干部政德建设、基层社会

治理、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网络建设、城市发

展，努力把济宁市打造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首善

之区。到 2025 年，济宁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体系更

加完善，文化魅力充分彰显，城市精神有力凝聚，优秀传

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更加凸显。文化

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以上，文化济宁知名度全

方位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工作的济宁经验、济宁模

式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范

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城市精神深入人心，文化软实力、

对外影响力充分彰显，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成

世界文化旅游名城。

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

过去，现在，未来，济宁市坚定不移地走在文化“两

创”的路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时代人心。

（数据来源：济宁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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