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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阳晨

一岁一礼，一寸欢喜，流光溢彩，繁华再现。
作为新冠“乙类乙管”后的第一个春节，今年的新
春消费态势，有温度、有热度，更有绝对力度，让
年味更浓，烟火气更盛。

掀起“年味”最旋风

——商超保供稳价“不打烊”。天福号熟食、
稻香村糕点、费列罗金字塔、智利帝王蟹······
春节期间，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北京的一家
物美超市看到，天南海北的年货一应俱全，除夕
夜也照常营业。与平时相比，超市内蔬果略贵，
但均在10元/斤以下，粮油及肉禽制品价格平
稳。“年前遇到了一波囤货高潮，但我们早已做好
准备，供应链稳定，保证大家不用预约不用抢购，
实惠购买 。”超市负责人说。据悉，今年物美、永
辉、沃尔玛等传统商超也不断优化线上业务，开
启新春骑手送货“不打烊”服务。

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与去年相比，明显
感觉到今年线下商超的人气旺。“不仅是传统年
货，兔年装饰品、老北京特产和保健品都卖得特
别好。”据统计，春节期间北京稻香村已向市场
供应糕点近40万盒，熟食6万盒，整体产量较
去年增长了10%，依旧供不应求，催生出代购等
服务。

——堂食复苏暖意浓。不仅是传统商超，餐
饮业也迎来了今年的第一波“暖意”。记者走进
北京著名的“簋街”，排排大红灯笼下人声鼎沸，
几家老字号饭店前已排起长队，以年轻人和家庭
就餐居多。据悉，为助力餐饮市场复苏、重拾消
费信心，簋街商会特别联合胡大饭馆、花家怡园
等11家餐饮商户，发起千元红包促消费活动，以

“红包”的形式推出联名代金券。“满200元赠50
元优惠券，对于大家庭聚会来说，是不错的选
择。”一位年轻人表示，今年的同学聚会就准备订
在簋街，希望和老同学们重温这里的烟火气。

相关数据显示，全国除夕夜餐厅桌位的订单

量日均环比增长80%以上。
春节假期前三日，北京重点
监测的全聚德、东来顺、便宜
坊等 19 家餐饮企业堂食
49075桌，同比增长110%；外
卖52383单，同比增长85%。
上海、北京、杭州、广州、苏州
预订量位居全国前五，上海成
为全国年夜饭消费力最强城
市，已有超3万餐饮商家宣布

“春节堂食不打烊”。
——“舌尖上的年味”送

到家。“团宠”消费者的同时，
各餐饮商户还自备了“年货”，
扩容接待规模。“消费恢复得
太快了，真没想到，现在每天
接到的订餐电话都破千了。”
簋街一名饭店经理介绍，店里
推出的中式年夜饭以10人宴
为主，价格从2888元至8888
元，目前大包间都已订满。“我
们应景开启外送模式，通过
闪送或自取，以最快速度将
热腾腾的‘年味’送上团圆饭
桌。”据统计，大众点评关于

“年夜饭餐厅推荐”等关键词
的 热 度 周 环 比 增 长 达
1477%。美团数据显示“年
夜饭”主题堂食套餐线上订
单量周环比增长118%，8至
10人的团圆家宴需求最多。

堂食紧俏，也催生出“上
门做饭”新业态。去年开始，

“上门代厨”相关企业呈快速
发展态势，2022年1至10月
新增注册企业月平均增速高

达73.7%。今年新春，网约形式的“90后”私厨成
为主力军，将代厨服务推向新的高度。“我们今年
不想花心思花力气大操大办，希望省下时间陪陪
家人。”家住北京的王女士介绍，自己“图个热
闹”，在好姐妹的推荐下请了一位厨师上门做年

夜饭，人工费1000多元。记者了解到，春节假期
一线城市厨师上门服务，收入可高达近2万元。

年轻人玩转“新年俗”

逛庙会、开盲盒、拍全家福、博物馆逛大年等
新旧融合的“新国潮”，成为年轻人的新春消费的
主流方向。一溜彩塑兔儿爷，一行字“麻利儿里
面请”趣味十足，开一瓶北冰洋汽水、尝一口小
吊梨汤，久违了的老北京味儿回荡在味蕾。今
年，北京王府井百货和平菓局的“京味国潮庙会”
人头攒动，热闹红火。“这里用高科技的手段还原
了老北京的市井生活，让我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
传统新春民俗。”一位游客说。

不仅仅有新风情，年轻人也在解锁过年“新
姿势”。阿里巴巴《2023春节团圆消费报告》指
出，“年货先到我后到”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的新
年俗。菜鸟直送数据也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预
计处理单量同比增加30%，包裹主要是酒水和
年货礼盒。东莞、广州、上海、深圳的打工人最
喜欢往老家“投喂”年货，“年货先达”代表了年
轻一代无论身处何地，希望与家人团圆、孝顺长
辈的强烈愿望。

预制菜正成为年夜饭“新军团”。今年是预制
菜首次登上新春消费榜单。盒马数据显示，82%
的30至35岁受访者对“年菜套餐”有一定认知，
其中65%的受访者愿意尝试购买预制年菜，广深
地区购买意愿强，占比高达58%。在市场需求的
驱动下，生鲜超市、餐饮品牌和电商平台纷纷推出
预制菜套餐。“堂食已满，不少市民会选择预制菜，
在家简单加工。今年，半成品和熟食套餐从11月
开始销售，已进入旺销期。”一家酒店的负责人表
示，很多饭店的预制菜特别设计了“年夜饭套餐”，
在家烹饪也能够呈现老字号风味。

另外，“孝顺”经济也独秀一枝。 近一周以
来，闲鱼搜索上“拍摄全家福”的需求同比增加
300%，夸克中“如何拍全家福”这一问题的搜索
量同比上涨330%。天猫上，“父母体检”的搜索
量同比增长超5倍；阿里健康数据显示，近一个
月以来，提升免疫力的相关保健品购买环比增长
400%。

女性新春消费节节高升

“万万没想到，做个美甲花了7小时，从白天
等到晚上。”打开小红书，凌晨排队做美甲、美发、
美容的帖子不断刷屏，被称为“新年三件套”的变
美服务成为春节女性“刚需”。鉴于今年补偿式
的返乡大潮，“美丽经济”重回女性消费C位。记
者了解到，北京的很多美甲店为应对超流量客户
群，已开启预约模式。“这几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收
工，单子应接不暇，这个月店里总营收预计能达
六位数。”一家美甲店老板笑呵呵地说道。

据统计，美团上“美甲”的搜索量周环比暴涨
828%，不少主打“一口价、款式任选”的自助美甲
店，从早忙到晚已是年前常态。而许多美发门店
年前客流量较平时上涨二至三成，染发烫发需求
剧增，临时到店的顾客基本需要排队等待。“迎新
春就要从‘头’开始，按照我们老家的习俗，理理
发烫烫头，精神抖擞，新年才会福运双至。”理发
店里，一位即将归乡的女士说。

途牛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她旅游”热度不
减，出游中女性用户占比达56%，更热衷于通过
旅行的仪式感迎接新年，其中最抢眼的表现是亲
子游呈现出“火爆”场景。马蜂窝大数据显示，亲
子游热度飙升，近三周环比增长509%，“90后”

“80后”父母更愿意带娃出门放飞自我。长隆野
生动物世界、北京环球度假区、上海迪士尼度假
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中国国家博物馆、蜈支
洲岛等都是亲子游热门景区。

相比此前城市休闲、精致露营、休闲运动的
“轻户外”“微度假”主打模式，今年春节假期海
滨海岛、休闲山水、温泉康养、主题乐园、冰雪娱
雪等注重深度体验的户外游更受追捧。值得注
意的是，女性正成为新春户外游“潜力股”。携
程报告显示，目前露营用户女性占比近50%，徒
步游客女性占比也达到了45%，大有超越男性
的趋势。

另外，据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今年春节
假期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2%，而以女性支出占主导的生活必需品、家
居升级类商品、旅游服务增长最快。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徐阳晨 发自北京 近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发布
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其中，女性消
费占主力的医疗美容风险与陷阱增加，成为维权
热点之一，阻碍“求美”消费需求释放。

据中消协消息，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
国内医美技术不断进步和市场监管逐渐完善，我
国医疗美容市场增长潜力持续释放。然而，医疗
美容行业的专业性使得医美机构与消费者存在
着“信息差”，消费者很难了解一些医美项目的
具体内容，容易被医美机构误导消费，从而导致
诸多消费纠纷，让行业前景蒙尘。中消协统计

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
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从 483 件增长到
7233件，主要问题包括：部分医美机构证照不
齐全，未取得医美经营许可或超范围经营；机构
工作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操作不规范；医疗产
品渠道不明，部分医美机构使用假货、水货针剂
以及山寨设备等；医美效果难以评估，服务质量
与消费者预期仍有较大差距等。2022 年 11
月，中消协发出消费提示，呼吁广大消费者要理
性看待医美需求，正确选择医美机构，审慎作出
医美决策。

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折射了公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其行业秩序直接关系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安全。舆论认为，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医疗美容
行业监管、行业协会及消协组织等多手段引导消
费者科学理性消费，医疗美容机构主动落实主体
责任，不断提升医疗技术、服务品质，多方合力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更好释放医美消
费需求的必要之举。

2023年新春伊始，中消协联合人民网舆情
数据中心基于大数据与舆情社会影响力测算结
果，梳理出“2022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分别
是：“价格刺客”有违明码标价诚信原则；“科技与狠
活”折射消费者对食品非法添加的担忧；医疗美容

风险与陷阱阻碍“求美”消费需求释放；预制菜产品
品质及应用场景存在侵权隐患；主播售假问题暴
露直播带货侵权乱象；“菜刀不能拍蒜”争议警示企
业须尊重消费者权益；电商平台“保价”服务被指

“套路”消费者；“密室逃脱”“剧本杀”等沉浸式娱乐
形式隐藏不安全因素；知网涉嫌垄断被罚事件警
示平台发展不可忽视消费者权益；网络游戏停服
删档引发虚拟财产侵权争议。

中消协表示，希望通过对这些热点舆情深入
解析，引起社会各界对消费维权问题的关注，以
促进各方更好地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活力，
助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医美风险与陷阱成为2022年维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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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磊

世界体育用品联合
会近日公布年度世界体
育用品产业报告，报告中
预测中国体育用品市场
在三大利好因素下，将在
2023年迎来反弹。

这份名为《2023 年
体育用品：无序的世界需
要反弹》的报告，对2022
年世界体育用品市场进
行了总结，对2023年以
及未来的世界体育用品
产业发展进行了预测，并
专门对中国体育用品产
业进行了分析。

报告称，中国体育用
品市场的增长有三大利
好，一是政府大力推广的
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二
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增加；
三是女性对体育用品需
求的增加。

报告尤其提到“女性
需求”这个因素，称中国
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女
性在体育运动和健身活
动上的花费超过了本国
男性，大约比男性多15%
至20%。

“在中国，体育运动
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些小众运动如滑雪、冲
浪、露营等户外运动的参
与人群增长迅速。本土
品牌如安踏、李宁等竞争
激烈，尤其在针对女性消费者的产品上正
积极争夺市场份额，对于国际品牌来说，
进入中国市场的难度更大了。”报告指出。

世界体育用品联合会由世界体育用
品制造商、零售商、品牌及协会发起成立。

各地春节文旅消费亮点纷呈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徐阳晨 发自北京 近

日，记者从文旅部获悉，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
心测算，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
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
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

春节假日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安全平
稳有序，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丰富。在落实好安
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要求前提下，10739家A级旅
游景区正常开放，占全国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
73.5%。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发布

“春节假期体育旅游精品线路”，开展新春旅游休
闲推广活动。北京、天津、河北联合推出10条京
津冀主题旅游精品线路，举办京津冀冰雪旅游
季。演出、展览、灯会、乡村“村晚”等活动精彩纷

呈。87个平台的160个账号参与直播“文艺中
国2023新春特别节目”，直播观看量2715.41
万人次。全国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约11万场，
参与人数约4.73亿人次。据不完全统计，春节
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共9400余场次，较2022
年同比增长40.92%，比2019年增长22.5%，票
房收入 3.78 亿元，观演人数约 323.8 万人次。
各地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10522场，“文化进
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参与视频总量超
过6.5万个，直播超过580场。

各地相继出台景区门票减免或打折、发放
文化和旅游消费券等惠民利民政策措施。据不
完全统计，春节期间免费开放A级旅游景区
1281家，占全国A级旅游景区总数的9%，其中
62家 5A级旅游景区实行免票。河南洛阳52

家A级旅游景区，贵州遵义会议会址、赤水丹
霞旅游区、黄果树景区等377家A级旅游景区
推出免门票活动。山东省级财政安排2.1亿元
用于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景区门票减免等。
河北、内蒙古等地统筹安排，为消费者提供一揽
子惠民礼包。

各地举办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旅游活动，受
到当地民众和游客欢迎。上海以“乐嗨过大年，
皆得你所愿”为主题，推出丰富“年味”大餐，包
括十大主题近500项新春文旅活动。山西11
市举办七大类650余项活动，合力打响“欢乐中
国年，地道山西味”品牌。海南三亚推出游艇旅
游、水上旅游、低空旅游、乡村旅游等特色旅游
产品和旅游线路，组织开展新春集市、国潮园游
会等活动。黑龙江以“醉美冰雪季、非遗过大

年”为主题，举办“第二届黑龙江冰雪非遗周”，
开展“百人百米百图剪纸展”“非遗迎春灯光秀”
等活动。

多地聚焦“不夜城”特色，激发夜间消费活
力。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成为市场亮点。据数
据监测，243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客流量5212.2万人次，平均每个集聚区每夜
3.06万人次。北京八达岭夜长城首次在春节期
间对公众开放。四川成都开展夜游锦江、成都灯
会、光影节、火花节等系列夜游活动，宜宾集中推
出夜饮、夜景、夜娱、夜购、夜游等新业态新场
景。陕西西安以“华彩闪耀梦长安，温暖祥和中
国年”为主题，举办城墙新春灯会。重庆举办都
市艺术节，推出焰火表演、灯光秀、无人机表演等
系列活动。

大年初一，北京陶然亭公园冰雪嘉年华
“新”意满满，新场区、新规划、新体验，丰富孩
子们的冰雪运动体验。 徐阳晨/摄

1月27日，游客在海口骑楼老街观看国潮年
艺展。 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1月21日除夕夜，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吉他文化广场，市民用烟花
光绘出“2023”。 新华社发 赵永章/摄

1月23日，市民
在沈阳新春皇寺庙
会游玩。

春节假日期间，
辽宁沈阳文化和旅
游市场节庆活动丰
富、产品供给充足，
群 众 出 游 热 情 高
涨。据统计，沈阳市
共接待游客 651 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
105%，旅游收入3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1月30日，小朋友在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
区滑雪。 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摄

新春消费解锁过年新春消费解锁过年““新姿势新姿势””
新年俗、新风情、“新国潮”“新军团”刷新年味，“美丽经济”重回消费C位，“她旅游”热度不减……记者实地探访春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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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一线见闻见闻

村晚、非遗游、灯会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