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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

临汾市襄汾县

南 贾 镇 东 牛

村 ，工 匠 在 手

工雕刻家具镂

空花纹。

李现俊摄

（人民视觉）

“ 在 菜 市 场 看 上

去很新鲜的肉，怎么买

到家就变样了？”“光鲜

水灵的蔬菜水果到家

就失去了光泽？”

据 悉 ，部 分 市 场

的生鲜摊位使用的灯

具有“美颜”效果。在

这种“生鲜灯”的照射

下，生鲜肉类往往显

得色泽红润鲜嫩，甚

至有些不新鲜产品，消费者在光线照射下也

很难分辨。除了生鲜肉类有专属灯光外，有

的蔬菜、熟食和水果等生鲜柜台也使用特殊

灯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曾就类似问题发布

消费提示。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表示，商家使用“生鲜灯”“美颜

灯”可能存在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情况，消费

者在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因为

“生鲜灯”的美化而购买了相关产品，可以依法

维权。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食用

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明确禁用“生鲜灯”。《办法》要

求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时，不得使用对食用农

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

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

该《办法》将自今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从农田到餐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与

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

如何保障农产品“舌尖安全”？《办法》强化市场

开办者和销售者食品安全责任，规定市场开办

者履行入场销售者登记建档、签订协议、入场

查验等管理义务和销售者履行进货查验、定期

检查、标示信息等主体责任；明确了地方市场

监管部门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案件通报和移送

制度，细化了具体通报情形。

《办 法》根 据 农 产 品 质 量 安 全 法 有 关 规

定 ，将 承 诺 达 标 合 格 证 列 为 食 用 农 产 品 进

货 查 验 的 有 效 凭 证 之 一 ，并 鼓 励 优 先 采 购

带 证 的 食 用 农 产 品 ；同 时 明 确 提 出 在 严 格

执 行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的 基 础 上 ，鼓 励 食 用 农

产 品 销 售 企 业 通 过 应 用 推 荐 性 国 家 标 准 、

行 业 标 准 以 及 团 体 标

准 等 促 进 食 用 农 产 品

高质量发展。

此外，市场监管部

门 和 农 业 农 村 部 门 建

立 承 诺 达 标 合 格 证 问

题 通 报 协 查 机 制 。 市

场 监 管 部 门 发 现 农 产

品 生 产 经 营 主 体 未 按

照 规 定 出 具 承 诺 达 标

合格证、承诺达标合格

证存在虚假信息、带证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等情

形，应当及时通报所在地同级农业农村部门；

根据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不合格带证食用农

产品流向信息，及时追查不合格产品并依法处

理。用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可

以有效提升供应链透明度，进而保障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保障农产品“舌尖安全”有了更严新规
本报记者 林丽鹂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不

少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走出家

门，逛夜市、赏美景、品美食，

享受休闲时光，浓浓烟火气

点燃夜经济的澎湃活力，为

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蓬勃兴起的夜经济，已

不再局限于吃宵夜、买商品

的单一概念，而是发展成为

融 合 购 物 、餐 饮 、文 化 、旅

游、娱乐等多种业态的经济

活动。数据显示，我国城市

60%的 消 费 发 生 在 夜 间 ，大

型商场每天 18 时至 22 时的

消 费 额 占 比 超 过 全 天 整 个

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

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

至少是白天消费的 3 倍。作

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

济不仅丰富了百姓生活，也

带动了文旅市场的复苏，成

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

引擎。

夜经济是消费升级的必

然，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

载体。当前，夜经济在各地

持 续 升 温 ，促 进 了 夜 间 消

费。也要看到，目前夜经济

消费供给结构较为单一，消费环境有待提升，还不能完全

适应人们的高品质、多元化消费需求。

发展夜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优质供给和良好

环境提高夜间消费的活跃度、便利性和安全性。一方面，

要合理规划建设富有地方特色的消费集聚区，丰富消费

业态。鼓励各地挖掘地方文化底蕴和特色消费资源，根

据不同场合开发独具风格的夜间消费点位。如在江河湖

海边上，开发游船等夜游项目，在历史文化街区引入表

演、音乐会等文艺演出项目。另一方面，要在精细化管理

上下功夫，完善夜间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加

强对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创造和谐美好的消费

休闲环境。

推动夜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地各部门正在积极行

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的《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

的措施》提出，推动夜间文旅消费规范创新发展，引导博

物馆、文化馆、游乐园等延长开放时间，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建设“24 小时生活圈”。

各地推动夜经济与当地饮食、节庆文化等深度融合，

探索形成有特色、有新意的夜经济模式。北京开展“2023
北京消费季夜京城”活动，开展百余项促进夜间消费主题

活动；四川成都着力提升三色路夜市、夜游锦江、博物馆

奇妙夜等多个夜间消费点位知名度，不断丰富夜间消费

供给；广州从夜间消费载体、夜间经营监管、夜间活动组

织、夜间配套支撑四方面提出 18 条具体措施，擦亮“羊城

夜市”消费品牌。

展望未来，夜经济发展空间广阔。创新供给、优化环

境，完善夜间消费生态系统，一定能释放夜经济更大活

力，为美好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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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出台的《关于恢复

和 扩 大 消 费 的 措 施》提 出 ，促 进 家 庭 装 修 消

费，鼓励室内全智能装配一体化。推广智能

家电、集成家电、功能化家具等产品，提升家

居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家

具类商品零售总额 685 亿元，同比增长 3.8%；

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类和音像器材类商品

实现零售额 4270 亿元，同比增长 1%。

家居消费涵盖家电、家具、家纺、家装等多

个领域，是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

一 步 提 升 家 居 产 品 和 服 务 的 供 给 质 量 与 水

平？如何丰富家居消费场景、改善家居消费条

件？记者进行了走访。

打造个性化、定制化产
品，增强居民消费意愿

走进四川南充市红邦家居文创产业园，一

件件定制家具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我们的家具都是榫卯工艺制作的，消费

者可以领略到新中式家居的魅力。”忆古轩家

居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贵春说。

作为西部地区首个“红木文化”主题家居

文创园，园区紧跟市场需求变化，走精品化、个

性化、差异化发展路线，创新“工业+旅游”“销

售+体验”等经营模式，积极推动家具、家纺、

家电、卫浴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拓宽销售市

场 。 去 年 园 区 经 济 效 益 突 破 5000 万 元 ，较

2020 年增长 400%。

在成都南富森雷士全屋照明体验店，记

者碰到了成都居民杨斌，他打算为家里配齐

个性化全屋灯光。“门店套餐方案很实用，设

计图纸当场可出，第二天就能看到 3D 光效的

视频，都是按我的需求定制的，让我很省心。”

杨斌说。

“当前人们对照明产品的消费偏好是追求

更健康、更环保、更智能。我们根据不同人群

特点，打造个性化产品。比如，针对老年人的

生活习惯，为他们量身定制适老化的健康照明

体验。”雷士照明首席执行官林良琦说。

调研发现，全屋定制、个性化场景定制很

受消费者青睐。相关部门推动全屋智能系统

不断升级，让家电品类更加丰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国内限额

以上单位的家具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建 筑 及 装 潢 材 料 类 合 计 零 售 额 为 1.2 万 亿

元。家居消费涉及领域多、上下游链条长、规

模体量大。当前，各地区有关部门积极落实

相关政策举措，行业内企业顺应家居消费趋

势，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引领和创造新

需求，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愿，助力生活品

质改善。

线上线下融合，为消费
者提供更丰富选择

“这是我们设计的最新款仿明清古典书桌

家具，精选老榆木材质，书桌整体质地硬朗、质

朴天然……”记者走进山东临清市松林镇鲁班

木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王新正在进行直播带

货。鲁班木业负责人张军合介绍，目前公司拥

有 多 个 线 上 交 易 平 台 ，每 年 线 上 销 售 额 达

1000 多万元。

为促进家具产业转型升级，松林镇实施

“电商+”战略，推进家具产业与电商产业深度

融合发展。目前，全镇超过 300 家经营业户通

过 电 商 渠 道 销 售 古 典 家 具 ，从 业 人 员 达 到

3000 余人，年网络销售额达 5 亿元。

商务部等 13 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家居

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家居企业加快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培育一批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的家居行业

领跑企业。鼓励企业打造线上家居服务平台，

促进“互联网+家装”、“互联网+二手家居”、家

电家具租赁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有序发展。

围绕家居消费，商务部将在全国组织开展

“家居焕新消费季”活动，协同各方搭建产销对

接平台，打造“绿色、时尚、美居”“健康家居”等

消费场景。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活动一大

特点在于“打通线上线下”。

借助互联网营销平台，更多适销对路的家

居产品进入千家万户。拼多多平台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智能家居的功能

和体验。线上，多家电商平台开设家居产品销

售专场专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方式带

动家居产品的销售。同时，通过用户案例分

享、样板间虚拟展示等方式，开展线上推广和

引流。线下，越来越多家居企业设置智慧家居

生活馆、绿色家居销售专区、旧房改造样板间

等，打造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给

消费者提供丰富选择和更好体验。

顺应智能化绿色化趋
势，打造更优消费体验

日前，在江苏苏州市姑苏区一家购物中心

的厨电展示中心，市民罗阳相中了一款集成烹

饪中心。“这款产品的设计和我家风格很搭。

它集吸油烟、燃气灶、蒸、烤、空气炸等功能于

一体，方便好用。”罗阳说。

“顺应家居消费全健康、新智慧、集成化、

多场景的新趋势，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提升品

质和服务，带给消费者更优体验。”方太集团副

总裁孙利明说。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绿色家

居产品受到消费者欢迎。近日发布的《关于恢

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对提升家居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作出明确部署。有关部门加快健全绿

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拓展绿色家居产

品认证范围。目前，相关部门已发布 4 批 18 种

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评价清单和认证目录，涵

盖绿色建材、家具、冰箱、厨卫五金等家居产

品；已颁发统一的绿色产品证书 2.3 万多张，获

证企业 4600 多家。

7 月中旬，江苏南京市秦淮区居民燕雯精

装房交付后，来到苏宁易家广场，一下子购买

了全屋橱柜、家电等产品。今年 6 月 16 日，南

京建邺苏宁易家广场开业，为消费者提供全屋

家电等多元一体家装家电服务，根据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提供不同房屋解决方案。

为积极创新消费场景、打造更优消费体

验，一些家居卖场加强与上下游企业合作，构

建“大家居”生态体系。一些购物中心等设置

智能家居体验馆、品质家居生活馆等消费场

景，探索家居零售与文娱休闲、创意设计等多

业态融合发展。

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释放更大市场潜力

晚 7 时，江西赣州市南康区的一家物流园

内，一辆辆载满家具的大货车接连驶出，开往全

国各地。目前，南康区拥有家具产业相关企业 1
万余家。家具产业发展壮大的背后，离不开由

当地 630余家物流企业“编织”的配送网络。

从满帮平台数据看，上半年，南康当地家

具运输量比去年下半年增长 17.8%，6 月份环

比增长 56.4%。南康区物流行业协会会长洪

凌表示，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南康家具市

场将迎来更多利好。

近年来，我国农村消费增长速度快于城市

消费。农村是拥有近 5 亿人口的庞大市场，家

居消费潜力巨大。上半年，主要电商平台绿色

智能家电下乡销售额同比增长 12.7%。促进

优质家居产品进入农村市场，需要进一步改善

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在物流设施、商贸体

系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

专家建议，要进一步加快贯通县乡村电子

商务和物流快递配送体系，让家居产品更快、

更便捷地送到农村居民手中。

要优化市场供给，让农村居民拥有更多选

择。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实施

县域商业建设三年行动，引导家居企业、电商

平台等下沉农村市场，优化县域流通网络和渠

道。发挥电商平台大数据优势，加强消费数据

分析运用，引导生产流通企业向农村市场投放

更多适销对路的家居产品，丰富农村家居市场

供给。

要加强政策支持，让农村居民得到更多实

惠。专家建议，进一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

家电家具家装下乡，因地制宜支持农村居民购

买绿色智能家居产品。继续深入开展绿色建

材下乡，进一步扩大试点地区范围，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对绿色建材消费予以适当补贴或贷

款贴息。

提高供给质量水平，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促进家居消费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齐志明 王伟健 宋豪新 周 欢

作 为 新 型
混合消费业态，
夜经济不仅丰
富了百姓生活，
也带动了文旅
市场的复苏，成
为扩大消费、促
进内需的新引
擎。要以优质
供给和良好环
境提高夜间消
费的活跃度、便
利性和安全性

本报电 日前，第三届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论

坛在河南郑州举行。本届论坛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

作研究院、河南省商务厅和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

“新起点 新格局 新提升”，围绕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进行交流探讨，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发展凝聚

共识、建言献策。

论坛期间，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中

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报告 2023》。报告指出，2022 年，

自贸试验区把握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的战略定位，将开

放由要素向制度层面延伸，探索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园区

开放新模式，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

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的要求。报告

首次从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四个维度，全面展现了自贸

试验区探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路径、做法和成就，体

现了自贸试验区引领制度型开放的成绩，展示我国制度型

开放的最新进展。 （罗珊珊）

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论坛举办

在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2023义乌礼品、时尚用品及家庭用品展览会上，各式创意家居产品琳琅满目。 时补法摄（人民视觉）

本报电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好《“十

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推动数字经济和旅游经济深度

融合发展，培育发展智慧旅游新产品、消费新场景，文化

和旅游部近日公布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

培育试点名单。据介绍，文化和旅游部将在项目培育、企

业发展、人才培养、交流合作、宣传推广等方面给予指导

和支持，切实发挥好试点项目的先行先试作用，通过试点

探索出一条符合现代旅游发展规律，并具有数字科技显

著特征的智慧旅游新产品发展路子。 （王 珂）

文化和旅游部培育智慧旅游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