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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释放演艺产业效能

李万祥

推动农村物流体系往村覆盖、向户延伸——

快 递 业 促 农 村 消 费 升 级快 递 业 促 农 村 消 费 升 级

如今如今，，在农村在农村““买买买买买买””

已不是难题已不是难题，，但提振乡村消但提振乡村消

费费，，还要在还要在““造血造血””上做文章上做文章，，

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既要让消费品进得去，，还要还要

让产品出得来让产品出得来。。

有天突然发现，半个微

信朋友圈都在刷各种演唱

会，社交平台上也出现越来

越多到处看演唱会的年轻

人。有人坐十几个小时火

车去千里之外的城市，就为

了看场演唱会。热门演唱会

因门票秒罄、一票难求而频

上热搜。

演唱会怎会如此火爆？

其实，从 2023 年开始，大型营

业性演出爆发性增长，呈现

强劲复苏态势。来自中国演

出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3

年以演唱会、音乐会为代表的

大型营业性演出全面复苏，创

收 177.96 亿元，较 2019 年增长

3 倍以上；观演人数 2789.41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 增 长 2 倍 以

上。今年以来，演唱会市场热

度未减，淡季不淡。

人 们 为 何 愿 意 为 演 唱 会

买单？

一是消费观念转变，观众观

演 需 求 显 著 增 加 。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观看 2 场及以上演唱会的

购票观众占比超过 20%，其中观

演 4 场以上的观众占比 4%。很

多观众选择在开售后 24 小时内

购票，购票决策时间的缩短也反

映了大型演唱会市场的旺盛需

求。“让人快乐”是大部分观众选

择演唱会的原因。有人说，“3 个

半小时里，充电百分之百”；有人

说，“这种情绪价值持续时间很

长，从抢到票开始一直到演唱会

结束，值得”。可见，消费者追求

的是释放，获得的是安慰和情绪

价值。

二是消费环境改善，“演唱会

经济”提升文旅热度。演唱会在门票、交通、食宿等方面产生

的综合效益颇为可观，不少地方都利用“演唱会+”发展旅

游。看一下“大型演唱会省份热力图”排序分析，既有北上广

深等大城市，也有西安、太原、泉州等“网红城市”。各地积极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便利的出行、周到的安排、热情的服

务、特色鲜明的风土人情，都大大增加了城市吸引力。

三是演唱会市场优化，产品供给更丰富。其中既有明

星大腕巡演，也有地方特色专场。前者突出明星个人魅力，

演唱会自带流量，现场粉丝多，有的还创新形式，与当地特

色相结合；后者更重本土化，如“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首届云南民歌大家唱”“唱响北疆——内蒙古新星新作演唱

会”以及“举杯贺兰山”葡萄酒之夜演唱会等，带有浓郁民族

风情，更加吸睛。

演唱会市场“火力全开”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和

问题。如观众吐槽票难退、“一刀切”、成本高，票务纠纷

多发。有的歌星“东施效颦”，惹观众不满喊退票；有的演唱

会预热“爆雷”，文旅营销玩烂梗，一味追求网感而忽略有关

事实，给网友带来不适。演唱会不只为“听个响”，如此糊弄

观众，不仅侵害消费者利益、伤害消费者感情，更对歌手本

人和城市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要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演唱会，还需各方多用心，优化

演唱会宣发、票务、现场等各环节，既要坚持市场导向，也应

科学合理设置票价规则，严谨细致地策划网络文旅营销，进

一步提升观众的观演体验及相关文旅感受。

“ 五 月 杨 梅 已 满 林 ，初 疑 一 颗

值 千 金 ”。 6 月 正 是 杨 梅 最 佳 赏 味

期 ，趁 着 周 末 休 息 ，苏 州 姑 娘 李 予

心 又 驱 车 前 往 东 山 的 一 家 农 业 合

作社采购“紫晶”杨梅。“30 元一斤，

价格虽然较常规品种稍贵了些，但

‘ 紫 晶 ’上 市 早 、个 头 大 ，酸 甜 度 正

合我的口味。”

让李予心念念不忘的“紫晶”，

是 江 苏 省 太 湖 常 绿 果 树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正 高 级 农 艺 师 黄 颖 宏 研 究 团

队 近 年 来 培 育 出 的 一 款 杨 梅 新 品

种 。 杨 梅 风 味 独 特 ，富 含 蛋 白 质 、

维 生 素 等 营 养 物 质 。 苏 州 是 杨 梅

的传统产区之一，目前苏州杨梅主

栽品种品质较好，但结出的果实不

太 大 ，且 成 熟 期 稍 晚 并 相 对 集 中 ，

容 易 受 到 梅 雨 的 影 响 。 为 不 断 满

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黄颖

宏 研 究 团 队 利 用 实 生 选 育 与 分 子

辅助育种相结合的技术，选育出了

如今的“紫晶”杨梅。

“该品种果实成熟早，比苏州主

栽品种早成熟 3 天至 7 天；果实大，平

均单重比主栽品种大 2 克至 3 克；品

质 优 ，可 溶 性 固 形 物 平 均 高 1% 左

右。”黄颖宏告诉记者，目前“紫晶”杨

梅已在东山、金庭少量栽培，自上市

以来深受消费者欢迎。“尽管目前其

市场平均售价比常规品种每公斤高

10 元左右，精选的杨梅果品售价每

公斤最高可达 160 元，但因其量少，

仍供不应求。”黄颖宏说。

供不应求的“紫晶”杨梅，只是

“高科技”果蔬持续走俏市场的一个

缩影。口感上乘的水果胡萝卜品种

“中誉 1877”、晚熟优质耐贮梨新品

种“晚脆香”、酸酸甜甜的“崔西一品”

草莓西红柿⋯⋯近年来，伴随生物育

种技术广泛应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

提高以及营养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一

批高品质、独特化、口感佳的“高科

技”果蔬成为消费“新宠”。

表皮光滑、果肉浅绿、口感脆甜，

在湖南汉寿召开的 2023 中国蔬菜产

业大会上，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张圣平研究团队选育的高

品质减脂黄瓜新品种——“中农脆玉

3 号”，以 1000 万元的价格实现销售

权转让。

“天价”黄瓜有何独特之处？用

一句话概括，这是我国首个功能性黄

瓜新品种。“大家常说吃黄瓜可以减

肥，主要原因在于黄瓜里含有丙醇二

酸，可以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张圣

平介绍，不同于普通黄瓜，“中农脆玉

3 号”丙醇二酸含量高达 16.40g/kg，

是一般黄瓜品种的 3 倍至 5 倍。

新 品 种 市 场 反 响 如 何 ？ 2021

年，试种成功的“中农脆玉 3 号”以

99.9 元 6 斤的价格在北京小规模上

市，受到欢迎。2022 年，“中农脆玉

3 号”又在河北、重庆等地成片试种，

在重庆的售价是 39.8 元 3 斤。“虽然

价格偏高，新品种依然赢得了众多消

费者青睐。”在张圣平看来，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提升，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

关注自己的健康和生活品质，也愿意

为此支付合理溢价，这让一批“高科

技”果蔬在市场上持续走俏。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不知

不觉间，人们的消费诉求已发生变

化 。 根 据 农 业 农 村 部 市 场 预 警 专

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

告（2024—2033）》，2023 年 ，随 着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居 民 收 入 不 断 增 长 ，

我 国 农 产 品 消 费 结 构 继 续 优 化 升

级 ，营 养 与 健 康 需 求 导 向 更 加 明

显 ，消 费 者 更 愿 意 从 蔬 菜 、水 果 中

获 取 营 养 元 素 。 数 据 显 示 ，2023

年，我国蔬菜消费量达 60615 万吨，

其 中 鲜 食 消 费 26145 万 吨 ，比 上 年

增长 6.1%；水果消费量达到 3.13 亿

吨，比上年增长 3.0%。

当前，果蔬消费需求已经从“吃

得 起 、买 得 到 ”，逐 渐 转 向 好 吃 、健

康、绿色等更高层次，从原来补充营

养的功能性消费，走向追求产地、品

种、品牌等品质消费。未来，选育更

多这样的高品质果蔬品种，成为果蔬

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

对此，黄颖宏深有感触。“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优

质高档杨梅鲜果有了更多诉求：既

要 甜 酸 适 口 ，又 要 营 养 价 值 高 ，同

时 还 希 望 具 有 一 定 的 保 健 功 能 。”

黄颖宏告诉记者，未来研究团队将

进一步加大品种改良力度，如在口

感方面，努力选育出甜酸比更适合

的优质品种，满足人们喜甜少酸的

诉 求 ；在 营 养 健 康 方 面 ，顺 应 健 康

消费新趋势，重点选育富含花色苷

和 黄 酮 类 等 健 康 营 养 成 分 的 优 良

品种。

乡村消费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民

生活。青岛胶州市通过打通农村消费堵点、

助力农民增收促消费、推动城市商业渠道下

沉等措施，持续挖掘乡村消费潜力，让农村消

费升级“水到渠成”。

打通“最后一公里”

每天，胶州市里岔镇河北村的“快递驿

站”员工韩光发都会驾驶着物流车往返于城

乡间，收集当日村民要寄出的快递，再将收到

的网购物品交到村民手中。

一辆小小的物流车，连通着城乡，让村民

的消费有了“质”的飞跃。取到快递的河北村

村民许昭和说：“小到零食、衣物，大到电器、

家具，都能在网上买。而且还不用去镇上取，

快递员直接把包裹送到村里。”像里岔村这样

的快递进村站点，里岔镇 101 个村已实现全

覆盖。

“刚开始一天没几个订单，大家担心在网

上买东西不靠谱。现在网购需求旺盛，村里

包裹数量不断增长。”韩光发说，以前村民网

购的多是衣服、鞋子、书包文具等日常用品，

现在，手机、平板电脑等新鲜物件多了起来，

村里的不少老年人也开始学着上网购物。

以前的里岔，进村路“坑坑洼洼”，网络

“断断续续”，为保障农村地区物流顺畅，里岔

镇对全镇范围内的农村道路进行梳理摸底，

对 32 条进村路、12 处桥梁进行硬化整修，对

网络线路进行巡视检修，保障网络通畅稳定，

扩大乡村运输服务受益面，推动农村物流体

系往村覆盖、向户延伸。

在胶州市，越来越多农村实现了“快递自

由”。胶州市不断完善县域流通体系，加快提

速城乡流通一体化建设，打通了消费进村的

“最后一公里”。

助农增收促消费

如今，在农村“买买买”已不是难题，但提

振乡村消费，还要在“造血”上做文章，既要让

消费品进得去，还要让产品出得来。

胶州市李哥庄镇小窑村、李哥庄村、魏家

屯村等村的多个制帽、加工制造首饰的村民

家中，采购专员正在忙着收购，然后交给村里

的制帽、工艺品企业，再转运到青岛上合跨境

电商产业园，由他们进行集中电商售卖。

电商拓宽了乡亲们的增收路。“现在年纪

大了，干不了太多农活，有机会做做小手工，

而且在家就能做，也不用担心做完没人管，企

业隔两天就来收，既方便又省时。”李哥庄村

村民任美叶说。除了饰品组装加工，越来越

多村民还加入电商直播卖货赛道，不仅增加

了个人收入，也让地方特色产品吸引了更多

人的目光。

“直播间的假发全部是真人发丝，手工编

织，不伤头皮，放心下单哦”“我们家的假睫毛

根根分明，自然放大双眼，贴合眼皮，一分钟

搞定，外出拍照必备”⋯⋯在李哥庄镇的青岛

上合跨境电商产业园，6 个直播间正在同时

开播，短短半小时就卖出 4600 多单，一天销

售额可达 40 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是生产、收购、售卖流行

饰品等，每天安排专人将各村村民的合格、优

质成品以超过市场平均收购价 5%的价格收

购上来，再通过电商平台销售，不仅公司盈

利，村民也能增收。”青岛上合跨境电商产业

园入驻企业金祥和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仕刚告诉记者。

越来越多农村电商活跃在胶州的大

小乡镇，阜安、中云街道成立直播电商基

地，胶北、九龙街道搭建电商物流云仓，

里岔、洋河镇培训电商人才，九龙山源头

农产品、柏兰食品“懒帮煮义”电商产品等在

线上热销⋯⋯从时令果蔬到特色农产品，从

初级产品到精深加工，农村电商让产品轻松

“出门”。

推动渠道下沉

家住胶州市铺集镇胡家村的胡乐翠去采

购肉类水产，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没有前往胶

州市区，而是就近来到了镇上来客缘商贸

超市。

“之前村里 5 天赶一次集，缺东西了也得

等着。后来交通方便了，也有了网购，什么东

西都能买到，但需要等物流，很多时候觉得麻

烦就放弃了。如今不一样，镇上就有 3 个大

型超市，熟食、衣物、家电⋯⋯遛个弯儿的工

夫就买了，而且超市会不定时地搞一些活动，

买东西特别实惠。”胡乐翠说。

推动城市商业渠道下沉，如何更好破题

乡镇商贸建设？近年来，胶州市聚焦全面促

进农村消费，推动商贸流通资源下沉，新增或

改造乡镇商贸中心 12 个，新增村级便民商店

58 个，健全乡镇商贸服务网络。铺集镇转变

传统经营方式，将以往农村小卖部模式转变

为大数据下的商业体系，整合全镇农户、合作

社、特色企业、零售商、电商平台等多方资源，

将全镇特色农产品、加工食品、工艺品等集中

销售，让顾客一站式购齐。

来客缘商贸超市营业面积达 1500 平方

米，商圈辐射 69 个村，服务人口 3 万人。洗

化百货区、散货干果区、散称杂粮区、自制加

工区、速冻食品区、生鲜日配区商品非常丰

富。大屏幕电子标价签、电子视觉秤、刷脸

支付收款机等数字化设备也纷纷在店内亮

相 。 在 这 附 近 还 拓 展 了

奶茶、烧烤等店面，店主

利用线上小程序扩大经

营范围，生意好的时候，

光 是 奶 茶 一 项 的 日 营

业额就超过 1000 元。

刘 军 涛 是 奶 茶 店

店主，他告诉记者，别

看现在生意这么好，

一年前筹备开业时，

他心里可是盘算了

许久。铺集镇距离

胶 州 市 区 有 30 公

里 ，村 民 是 否 有 足 够 的

消 费 力 、进 货 渠 道 是 否

畅通等都是他担心的问题。“我能下定决心开

店，还是源自于在村里物流点的工作经历。

从网购数量、品种和频率上，我发现村民们的

消费能力远比过去高，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

错。”刘军涛说。

胶州市为改善农村消费，开辟出一条新

路径。未来，胶州市农村消费空间将更加广

阔，农村新消费层出不穷，带动农村经济行稳

致远。

果园里果园里，，硕大饱满的紫晶杨梅挂满硕大饱满的紫晶杨梅挂满枝头枝头。。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青岛胶州市里岔镇里岔村村民青岛胶州市里岔镇里岔村村民

在快递服务点拿取快递在快递服务点拿取快递。。

赵赵 臣臣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青岛胶州市铺集镇居民在来客缘商贸青岛胶州市铺集镇居民在来客缘商贸

超市选购商品超市选购商品。。 辛辛 航航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 本报记者 刘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