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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市场活力 增强发展动能

买不停！ 全国消费促进月启动

本报记者 蔡佳文

为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商务

部定于今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举办“2022

年（春季）全国消费促进月”活动。 据了解，

消费促进月是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的促消

费标志性活动，是商务部实施扩内需战略、

促消费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和平台， 今年是

第 11 年举办。各地将因地制宜组织丰富多

彩的促消费活动，以满足群众多元化、品质

化、个性化的消费新需求。

多举措激发市场活力

1 场启动活动、8 大活动板块、24 个全

市性标志活动……一个个数字标志着

2022年北京消费按下“加速键”。 北京市商

务局副局长郭文杰近日介绍，2022 北京消

费季于 3月 1日启动，持续到年底。活动以

“约惠北京 乐享生活”为主题，围绕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这条主线， 加强商旅文体

融合互动、线上线下联合共振。

此外，据郭文杰介绍，各区将围绕北京

消费季主题，打造区域特色活动品牌，带动

重点商业企业推出千余项促消费活动，营

造北京消费季“全城一节”的消费氛围。 例

如，东城区打响“燃购东城”消费季品牌，推

出“簋街不夜节”“中轴揽胜 文润东城”等

20 余项文商旅融合的专项活动；西城区采

取双线融合的方式，组织菜百、汉光等超百

家重点企业举办 70余场主题活动；朝阳区

持续培育“美丽消费”“时尚消费”热点，组

织华贸购物中心、 合生汇及重点商家合力

激发消费热情等。

据了解，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积极

性和创新性，北京制定了多项支持政策。例

如在网络消费方面， 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出

台了《关于鼓励开展 2022 年网络促消费活

动培育壮大网络消费市场的通知》，对积极

开展网络促消费活动并带动全市网络消费

增长的相关企业给予资金支持， 单家企业

最高支持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京”彩活动福利多

2022北京消费季活动亮点纷呈。 郭文

杰表示， 北京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研究

制定了多项支持政策，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

体积极性和创新性，优化消费体验、丰富消

费供给，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近年来，“首店经济” 已成为挖掘消费

潜力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创新手段。 北京

市商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有超过

900 家品牌首店落地京城，在首店、旗舰店

的引领下，北京消费品质不断提档升级。 此

次出台的首店 3.0 版措施，从建立品牌首店

首发服务体系、支持品牌首店落地发展、打

造全球品牌首发首秀展示平台、 支持商业

品牌总部发展等四个方面， 大力发展首店

首发经济， 加大国际品牌引进和本土品牌

培育力度， 着力将北京打造成国内外知名

品牌集聚地和原创品牌孵化地。

“‘首店经济’的繁荣意味着我们当前

国内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 ”中国贸

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分

析，如果能进一步创新供给的方式，可以更

好地激发消费潜力。

此外， 国潮正持续吸引消费者对传统

文化和老字号品牌的响应、热爱和消费，而

新需求、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全新

的消费品牌和消费场景。 作为北京消费季

“潮购北京” 板块组成部分的 2022 国潮京

品节活动于 3 月 1 日陆续启动。 北京老字

号协会副会长孙悦婷表示：“近年来， 在国

家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 中华传统

文化脉络自然涌动， 激发出中国品牌的无

限可能，‘新国潮’ 成为当下消费端的常

态。 ”

多地促消费出实招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活力、 推动消费升

级，全国多个省（区、市）也积极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月活动， 提振人们消费

信心，推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例如， 贵州省于 3 月至 4 月组织开展

“2022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暨多彩贵州春暖

花开消费季”活动，在全省范围内举办绿色

家居欢乐购、“黔酒中国行”活动、黔酒黔菜

联动促销等重点消费促进活动。 各市（州）

也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创新开展贯通线上线下、涵

盖城乡、多元融合的消费促进活动。

另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于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在全区组织开展“新疆惠民

消费月”活动。 在活动中，百余家企业将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新疆 14 个地州

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惠民消费活动，

重点给予各类电器、土特产品、汽车成品油

等消费补贴。

此外，河南郑州近日也提出，在汽车、

百货、餐饮、家电、家居、电商等重点领域持

续开展郑州消费促进月活动。 同时，持续开

展“河南人游河南”活动，对全市 A 级旅游

景区、重点旅游企业在 2 月 16 日到 5 月31

日期间免门票和门票优惠金额， 扩大景区

免门票活动范围等。

锚定总体目标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

的意见》，即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

台的第 19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重农

强农的决心，为广大农民群众送去了政策春风和民生礼包。 （详见 2版）

重庆忠县：小柑橘托举起乡村振兴梦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 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

路。 要实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是必经之路。 各地纷纷以六中全会强大精神动

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种植柑橘历史悠久的重庆市忠县正在积极打造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的完整产业链，托举起乡村振兴梦。 （详见 2 版）

疫情防控向好、 消费持

续回升，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 商务部于 3 月集中组

织开展全国消费促进月活

动。 北京、贵州、河南等地积

极响应， 因时因势因地开展

多领域、多层次、多元化促消

费活动， 为各地消费培育新

热点，注入新动能。

� � � �在江苏省如皋市搬经镇袁庄社区百亩草莓种植基地，党员志愿者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推销草莓。目前，该镇种植的草莓迎来高产期。镇

党委组建党员志愿服务队走进草莓种植基地，利用网络直播推荐草莓，拓宽销售路，帮助农户增加经济收入。 CNSPHOT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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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 多项中央政策文件着重提到

扩大农村消费， 加速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施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促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

目前，我国县域人口达 8.154 亿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 61.8%，当前约 1.6 亿农民工

在县域内就业，农村还有 5 亿多常住人口，

县域是他们的主要消费地。 农村消费市场

潜力巨大。改善县域消费环境、促进农村消

费， 是拉动内需、 支持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潜力巨大。 但在当下，县域商业体系还

存在一些短板：商业设施不够完善、消费环

境不良、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影响了乡村

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如何补县域商业

体系的短板、强弱项，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适

合县域发展的商业体系和基础设施。 改造

和提升农村传统商业网点， 支持有条件的

乡镇发展新型乡村便利店，打造连锁化、便

利化的商场、集贸市场等，支持乡村民宿、

休闲农业等发展，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

鼓励企业开发适合农民需要的产品和服

务； 加快推进农产品品质提升和标准化生

产，支持建设产地专业市场，扩大农村电商

覆盖面。

农村商业这块“金矿田”亟待开发，要

通过金融、财税、用地等政策措施，让县乡

村商业网络“补链”“补网”。 实施快递进村

工程，鼓励发展“多站合一”的乡镇客货邮

综合服务站、“一点多能” 的村级寄递物流

综合服务点，推进县乡村物流共同配送，促

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加快实施“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推动建立长期

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 推动冷链物流服务

网络向农村延伸， 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促进合作联营、成网

配套等。

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引导商贸流

通企业下沉渠道。 发挥线上线下双渠道优

势，不断打通城乡消费联动的“毛细血管”，

打造促流通扩消费新平台。 持续开展系列

促消费活动，通过城乡联动，加强对市场消

费者品质、品牌消费的引导，推动好产品、

好服务、好价格“三好”下乡，进一步推动县

镇消费升级；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

“家电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进农村汽

车、家电消费。

以畅通国内大循环、 全面促进农村消

费为目标，高质量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完善县域商业体系，更要带动乡村发展、农

民增收，让县域成为联结城乡的载体。改善

县域消费环境和促进农村消费已成为拉动

内需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当下，农村特色产业发展迅速，是重要

的产品供应地。 市场主体应该完善产加销

链条，引导农民实现标准化生产，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 提升农产品品质； 形成规模经

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经营

成本，实现小农户和大市场的有效衔接；充

分利用互联网发展农村电商、 直播带货等

经营模式， 使农民能将生产的农产品销售

出去，卖出好价钱。只有补齐县域商业体系

短板，打通农村消费“任督二脉”，才能促进

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进一步释放农村

消费潜力。

打通“任督二脉”

释放农村消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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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降返补”政策组合拳

促进稳就业

人社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去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269 万人，超

额完成目标任务。 据悉，今年，人社部

将通过调整“降返补”政策组合拳、优

化创业环境、精准帮扶重点群体等措

施，确保就业大局稳定。

完善运行机制

推进在线司法活动

2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

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

则，该规则旨在完善人民法院在线运

行机制，方便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在

线参与诉讼、调解等活动，提升审判

执行工作质效。

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助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2 月 15 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等十三部门联合修订发布的网

络安全审查办法正式施行。 专家表

示，办法的施行，对数据处理、抵御数

据安全风险、国外上市等活动提供了

审查的依据，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

扎实的工具，为我国依法治网揭开了

新篇章。

最高检发布

第三十四批指导性案例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网络时代人格权

刑事保护” 为主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检察机关加强人格权刑事保

护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并发布第三十

四批指导性案例。 据介绍，该批指导

性案例主要聚焦一些群众身边的“小

案”， 侧重于精神性人格权的刑事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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