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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看见了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感受了一个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进而成为了中国故事的讲述
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

从线上到线下，从国门到店门，全方位、
全链条的“不见外”服务，体现更大范围、更
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彰显“开放是当代
中国的鲜明标识”

“一觉醒来，爷爷通
过‘先用后付’买了 54 件
商品，求助是否可退。”一
位网友近日在社交平台
上发布求助信息，引发大
量关注。

近期，“为啥莫名其
妙就开了‘先用后付’”

“‘先用后付’开通容易取
消难”等话题登上热搜
榜。对于“先用后付”这
种新型支付方式，有支
持者认为，它是促进消
费便捷化的重要创新，
能够有效提升用户体验
感；有反对者担忧，它将
加剧冲动消费，于财务
管理能力较弱的群体而
言可能构成潜在消费陷
阱。市场经济，大浪淘
沙。不管商业营销模式
如何更新，尊重消费者选
择权必须一以贯之。

王怀申 绘

“先用后付”
必须尊重消费者选择权

王怀申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过年过节走
亲戚少不了带礼品。随着时代变化，礼
物也在变化。

在过去缺吃少穿的年代，走亲戚时
礼馍是少不了的礼物。不知从什么时
候开始，各种礼馍没有了，改送米面油，
简单实用的商品包装，方便携带。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改善，送米面油
的人也越来越少了，现在改送各种礼
盒，其中有鸡蛋、牛奶、八宝粥和各种点
心、水果。商家投其所好，逢年过节，各
种礼盒就摆满商场，应有尽有，琳琅满
目，让人目不暇接。

装上礼盒的商品显得高端大气上
档次，而且里面的食品不易损坏，送
的人和收的人都有面子，更符合礼仪
习惯。这本来是好事的事，现在却越
来越离谱——盒子越做越大，里面装
的东西越来越少。

一个漂亮的竹编篮子，装了上面
一层或两层鸡蛋，下面全是鸡蛋托和
纸；一个印刷精美的手提大礼盒，姑且
不论食品质量的好坏，单就重量而言，

里面装了不足三分之一的点心，重量不到400克。就连人们
经常买的牛奶也把盒子做得大了一圈，然后在周围裹一圈纸
壳，凡此种种，让人生厌。

必要的包装不可缺少，但过度包装让人难以接受。
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漂亮包装盒里的实物才是需

要的内容，而不会在乎包装盒的精美程度。对于买的人
来说，钱没有少掏，对于生产商来说，也未必多挣了钱。
通过花里胡哨的外表达到营销目的，而不重视实质内
容，经商之路能不能走得更远可想而知。如果商家把用
在包装盒上的心思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相信一定会走
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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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承载着千家万户对团圆幸福的美好期盼。置
办年货，则是春节仪式感的重要体现。从传
统的瓜子糖果到新中式服装、非遗文创，从昔
日的“赶大集”到如今的“云购物”，年货消费
的变迁不仅体现了国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更
反映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透视春节年货
消费之“新”，我们看到的是消费升级的澎湃
动力、文化自信的日益坚实，以及科技赋能下
消费的无限可能。

近年来，年货消费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
从“量”到“质”的跨越。过去，年货消费更多
关注的是有没有，而如今，消费者更注重好
不好、健康不健康、新颖不新颖。以食品为
例，传统的糖果、糕点虽仍是年货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减糖版”“低脂版”“绿色有机版”等
健康产品正成为市场新宠。老字号品牌纷纷
推出无蔗糖或低糖油产品，既保留了传统年
味，又满足了现代消费者对健康的追求。与
此同时，“洋年货”走俏年货消费市场。从车
厘子到三文鱼，从红酒到巧克力，越来越多的
国际商品进入中国家庭的年货清单。中国不
断扩大开放的贸易政策、便捷的电商平台和
高效的物流体系缩短了中国消费者与“洋年
货”的距离。

年货消费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文化元素的
深度融入。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开始关注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年货，非
遗文创、国潮产品成为市场新宠。今年的春节
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中国年，消费者对非
遗年货的热情空前高涨。从“玉蛇”毛绒玩偶，
到“巳蛇祥瑞”流沙冰箱贴，再到“蛇墩墩”盲
盒，这些将非遗技艺与生肖元素巧妙结合的文创产品，为春节增添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奇年货。短视频平台数据显
示，平台年货节期间，“蛇元素”非遗产品日均成交额环比增长435%。

国潮的崛起同样引人注目。从定制新年“战袍”到购买红色配饰，
消费者通过个性化的服饰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某购物平台数据
显示，今年春节红色毛衣链销量同比增长超7倍，红色手链、戒指等配
饰的销量同比增长超100%，红色女士丝巾、围巾等产品销量同比增长
超110%。国潮服饰的流行，不仅彰显了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也
为春节增添了更多仪式感。

此外，科技进步为年货消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多样性。
从线下“赶大集”到线上“云购物”，从传统零售到直播带货，消费场
景的变化重新塑造着人们的购物方式。直播电商的兴起为年货消费
注入了新活力，消费者足不出户便可通过直播间“一日看遍各类年
货”，享受沉浸式的购物体验。智能科技的普及也让年货消费更加
便捷，通过 AR 技术，消费者可以“试穿”新年服装、“预览”家居布置
效果。

年货消费的繁荣，离不开政策的支持与引导。春节前，国家进一
步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家电产品由8类增加到12类，并首
次实施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数码产品的购新补贴政策。这
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激发了消费者的换新需求，也为家电和 3C 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电子）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某购物平台数据显
示，近一个多月来，“以旧换新”相关搜索量超 2000 万次，手机、洗衣
机、冰箱等产品最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不仅在一线城市
表现突出，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者也积极参与，显示出消费
升级的普惠性。此外，各地政府通过举办非遗集市、年货节等活动，为
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购物选择。在四川宜宾、山东济南、云南昆明等
地，非遗集市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前来打卡，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的结
合，让年货消费更具文化内涵。

春节年货消费的变迁，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健康
化、国际化的产品选择，到非遗与国潮的文化表达，再到科技赋能下的
消费场景创新，年货消费之“新”不仅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
化的需求，也蕴藏着消费市场新活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春节年货消费还将衍生出更多新形态，
迎来更多创新与变革，带给人们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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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事业，规模最大的网
民数量，最具活力的数字社会，蕴藏着关乎
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重要“向新力”

下大力气突破关键技术、核心元器件，
同时建设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

首个“非遗版”春节，普天同庆，五洲同春。“来华体验
中国年”，是其中一道动人的风景。

中国的高铁上、景区里，有些场景中时常可见外国
游客的身影。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日期间，我国共接待
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游客逾343万人次，同比增
长6.2%。

2023 年 11 月以来，我国过境免签政策不断调整优
化。2024年全年，我国免签入境外国人逾2011万人次，
过境免签政策适用人数同比上升113.5%。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网站评价，过境免签政策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巧
妙”措施。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这是迄今为止留给我们最好印象的国家之一”“中

国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旅行”。因为好奇，所以奔赴；
愈加了解，愈加着迷。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看见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
中国，感受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进而成为了中
国故事的讲述者、中国声音的传播者，化身为“新时代的
马可·波罗”。

不妨就从外国游客的视角，看看今天的中国，究竟是
一个怎样的中国。

（一）

这是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拓展着人们的认知与
见识。

坐着高铁看中国，快速、平稳、舒适中，对中华大地的
富饶辽阔和一日千里的“中国速度”最有体感。

一部手机游中国，从移动支付、线上打车到网络购
物、人脸识别，数字生活现代感十足。

“我好像穿越到了未来，这里的一切太超乎想象了！
中国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2030年的科技生活。”英国旅
行博主哈钦森这样感慨。

“每天都有好几拨外国人来”，在上海乌中市集，从琳
琅满目的蔬菜、水果、肉类、干货，到精准计量的电子秤、
干净卫生的洗手间、市井生活的现代化管理，都让外国游
客感慨。

便捷高效的无人机送外卖，智能绿色的现代化建
筑，覆盖城乡的5G网络，春晚舞台上扭秧歌的人形机器
人……科技改变生活的新场景，让外国游客“大开眼
界”。他们亲身体验的背后，是中国持续增强的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安全，许多外国友人频繁提及的标签。
一名女博主表示，喜欢这里的安全，女性夜间独自行

走也不害怕，这是属于中国人的自由。
一名外国旅行博主做了个小实验，将电脑和装有钱

的背包放在商店的桌上后离开，1小时后返回，物品原封
未动。

这是一个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
迹的中国。我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
一，“平安中国”成为一张亮眼的“国家名片”。

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勤劳的中国人民
正用智慧和汗水打拼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

这是一个可爱可亲的中国，消解着世界的误读和
偏见。

不少首次来华的外国人发现，这里的山川风物，让人
流连忘返；这里的风土人情，让人心生欢喜，并非像一些
西方媒体惯常报道的那样“落后”“糟糕”。

意大利的夫妇安东尼奥和玛蒂娜，利用转机时间到
成都逛逛——

从罗马乘坐 10 个小时飞机，凌晨时分到达中国成
都，下飞机便直奔大熊猫基地，然后前往陈麻婆豆腐餐厅
吃午饭，再去成都市人民公园喝坝坝茶……在他们看来，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程度令人惊艳。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历史沧桑，“水光潋滟晴方好”
的自然美景，“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先进科技，“晚来天
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人文情怀……古老的东方文明、充
满生机的现代气息，“说服”了无数人。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中国
文化和美好生活体验构成外国人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传统和现代结合，人文与经济贯通，吸引着更多外国
游客从“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春节的氛围，就是我从中国人身上感受到的一种热
情的延续”，品味地道中国年的一名美国游客感慨，“中国
人非常热爱生活，并愿意与别人分享美好的时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友善是中国人历
来的待客之道，亲仁善邻是中国人一贯的处世哲学。

在中外民间交往、交流、交融中，世界将进一步理解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化道路上，
我们的“同路人”将越来越多。

（三）

这是一个自信开放的中国，彰显着发展的定力和
底气。

过境免签政策本身就是中国自信开放的一个缩影，
一位外国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
又一重要举措”。

着眼“进得来”，110余项措施陆续推出，政策不断放
宽优化，停留时间由72小时、144小时延长到240小时，适
用口岸从39个增加至60个，适用省份从19个扩展至24
个……

着眼“用得惯”，2024年3月，国办印发意见，进一步优
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扩大

“外卡内绑、外包内用”等，提升外国人来华在华便利度。
从线上到线下，从国门到店门，全方位、全链条的“不

见外”服务，体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彰显“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观察分析春节“圈粉”外
国游客，认为“随着中国更加开放，预计前往中国的国际
游客数量将继续增长”。

放得活，能否管得住？
“合法合规旅客无感通关、风险布控一个不落”，在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威海大水泊国际机场等地，智慧旅检缩
短通关时长、提升旅客体验。得益于智慧海关建设和管
理机制创新，国门安全智能屏障不断筑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
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入
境游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成为开放自信讲
好中国故事的方式。

从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到加快推进
海南自贸港建设；从举办进博会、服贸会等国际展会，到
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中国不断以自身新发展为世界
提供新机遇。

这正是今天的中国。

从“过境免签”看今日中国
仲 音

时 忱

近日，广州市荔湾区劳动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举办“就业帮扶
真情相助”就业援助月活动，现场由工作人员解读就业补贴的相关
政策，同时举办现场招聘会，进行一对一就业服务。（2 月 5 日《中国
青年报》）

安居乐业，历来是群众心中最朴素的向往。从个人维度分析，
一份工作不仅是与社会的衔接，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家庭视角
观之，多一个人就业，意味着多一份收入，能够带来更高品质的生
活；而站在城市发展的大局上看，乐业与安居总是相辅相成，良好
的就业环境更是促进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共建的关键。当前，
以灵活就业人员为代表的零工群体规模庞大，零工经济新业态逐
步形成。在此背景下，构建全方位就业帮扶体系，持续优化“家门
口”就业环境，既是保障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需要，也是城市温
情与人文关怀的生动体现。

如何进一步提高“家门口”就业的“能见度”，让更多劳动者拥
有家门口的 offer？

要精准配对。从供给端看，众多求职者怀揣着兼顾家庭与增
收的美好愿景。基于此，摸清家门口的“家务事”显得尤为重要。
哪些人有需要？他们都有哪些技能？可以匹配什么岗位？根据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信息，2024 年，人社部门着力推进就业
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建设了一批“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
构建“15 分钟”就业服务圈……政策引导之下，家门口的“用工台”
已初具规模。接下来，面对零工市场不断增加的就业需求，各地各
部门既要在“精”上发力，也要在“细”中琢磨。拓宽渠道、强化引
导，为零工人员和企业（雇主）做好对接服务，让好政策、好服务更
加贴近群众；也要向科技借力，完善就业信息库、就业服务站等用
工平台建设，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契合点，实现供
需双方的无缝对接。

要贴心帮扶。古人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一个人拥
有安身立命的本领，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才是就业帮扶的理想状
态。现实生活中，自身技能与企业用工需求不匹配是很多劳动者
面临的就业难题。针对这些问题，以广州市荔湾区提供的免费儿
童辅食制作培训为例，通过非遗技能培训、新媒体营销培训等课
程，为劳动者添智赋能。接下来，各地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
步加大对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的投入，通过社区培训班、青年夜校
等多种形式，拓宽劳动者的技能获取通道，让他们练就强本领、硬
实力，在就业市场上拥有更多选择权。

城，所以盛民也。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
程，就业提质永远在路上。随着新春复岗复工的挺进，期待更多地
区出新招、添新柴，多措并举，让家门口就业更兴旺、劳动者的幸福
感更强。

多措并举让“家门口”就业更兴旺

第五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08亿人，社交
网络用户规模达11.01亿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70
亿人。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事业，规模最大的网民数量，
最具活力的数字社会，蕴藏着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未来的
重要“向新力”。

产业要发展，供需两旺是关键，市场规模是根基。
网民数量多，意味着广阔的线上消费市场、丰富的网络
应用场景、庞大的数据资源。以电商为例，近10亿人的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支撑起全球第一的网上零售额、移
动支付普及率。

丰富的场景需求和海量的数据资源，也刺激和支持
了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比
如，跨越5000公里，浙江医生为新疆患者做远程机器人
手术；轻点鼠标，AI办公助手软件就将文档中的数字整
理为逻辑清晰的图表。

从在线教育到远程医疗，从办公助手到工业生产，
从政务服务到视听娱乐，互联网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赋能千行百业。澎湃的发展动能、广阔的发展
机遇、深厚的创新潜力，靠的都是10亿量级的网民规模
这片沃野。

超大规模市场、多元多样的应用场景，建立在关键
技术和核心元器件自主可控、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可靠的
基础上。下大力气突破关键技术、核心元器件，同时建
设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近年来，我国一直着眼创新引领，加强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5G基站总数超过419.1万个，已
经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初步构
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产业链覆盖芯片、
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上下游关键环节；算力规模稳居
世界第二。

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中国正处在全面突破的前夜。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制度优势和互联网规模优势，打
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为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让巨大的网民规模持续释放发展动能、消费潜能，
还需要做好互联网均衡普惠发展。让农村、边远、贫困
地区的群众，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共享互联
网发展的成果，关乎社会公平，也决定着我国互联网的

“体量”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发展“增量”。“数字适老
中国行”活动开展以来，如今 6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能
够“使用手机应用老年模式”的用户已接近一半；“宽带
边疆”等行动有序推进，许多边境县城已 100%实现 5G
和千兆光网覆盖。

无论是建设数字强国还是建设网络强国，都需要提
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数字素养与技能涉及教育、医
疗、就业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包括购物消费、居家生活、
旅游休闲、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涵盖家庭、社区、城市、
乡村等多个空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无论是劳
动者学习就业工作还是数字经济发展都能受益。

提升网络治理效能，加强网络安全建设，着力打造泛
在可及、智慧便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我们将
共同见证一个活力更加涌动的信息时代，共同建设一个
更加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

化网络“ 体量”为发展“ 增量”
金 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