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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使用范围广

近期，为进一步拉动消费，多地
发放数字消费券。

3 月底，北京市平谷区 2022 年首
批消费券发放活动收官。据悉，活动
在半个月内通过微信小程序发放
245.4万元惠民消费券，参与领券人数
达 11.2 万人，拉动销售额 2158.6 万
元。后续，平谷区还将在“五一”前后
和“十一”前后再发放两批消费券。
此外，为加快释放绿色节能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升级，北京市自 4 月开
始，面向在京消费者发放绿色节能消
费券，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绿色节能
商品。据悉，消费券适用商品共计20
类，包含电脑、洗碗机、电视机、空调、
电冰箱、洗衣机、电饭锅等。

4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启动为
期 3 个月的“33 消费节”，计划开展超
600 场次各类促销活动，对消费者补
贴让利超10亿元，预计带动二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 2000 亿元。据
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活动期间，居民可通过云闪付
APP 领取消费券。“今年的消费券补
贴活动形式更广、券种更全，除了继

续派发‘33消费券’外，还新增了商超
百货购物返券、银联消费券、建行消
费券、移动 5G 购机补贴等多类型消
费券，涉及的商品种类和可使用范围
更广。”

此外，广东省深圳市、山东省
青岛市、辽宁省沈阳市等多地也纷
纷发放各类数字消费券，助力消费
市场复苏。

吸引用户多

在消费市场回暖过程中，为何
数字消费券这一形式广受欢迎？据
悉，消费券属于在特定期限内用于
特定领域的消费，与直接发放现金
相比，发放消费券更能用于居民消
费而不是储蓄，其带来的刺激效果
更为明显。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
介绍，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1 月，全
国多地实施了超 500 轮消费券计划，
其中多数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短期局
部效果。“例如 2021 年 11 月至 12 月，
云南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和河南省
郑州市，分别通过京东平台发放政府
消费券。20 天内三地消费券核销金
额突破5000万元，带动消费订单金额
超过 4 亿元，政府资金撬动消费杠杆
率接近8倍。”

数字消费券的发放也推动了线
上线下消费深度融合。一方面，各支
付类APP作为消费券发放的入口，吸
引了大量用户。包括微信支付、银联
云闪付、美团等多家支付机构，都参
与到各地消费券的发放中，一定程度
上有利于特定线上支付渠道的推
广。另一方面，线下实体商家特别是
中小微商家成为消费券受益者。调
查数据显示，在消费券适用的商家

中，九成是中小微商家。政府每发放
1 元消费券，就有 0.87 元流向年销售
额30万元以下的小微商家。

定向效果好

为了让数字消费券有更好的使
用效果，2021年3月，全国首个数字消
费券团体标准《数字消费券服务规
范》发布并实施。专家介绍，要让数
字消费券带来更大效益，应在发放时
更注重定向投入。例如，加大对困难
人群、困难地区、农村县域消费者以
及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支持力度，将餐
饮旅游、家电汽车更新等消费恢复短
板作为重点支持领域。

尽管数字消费券能带来立竿见
影的效果，但有专家表示，消费券只
是一次性地提升消费者支付能力，难
以为消费市场注入持久动力。长期

来看，提振消费更需重视治本之策。
“消费券并不能根本性地改变人

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金融专家付
一夫认为，要真正推动消费市场发
展壮大，还是应从稳定就业、增加
居民收入、优化商品服务供给质
量、完善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
益等方面发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
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要促进消
费市场的进一步恢复，关键是畅通
制约消费的堵点、断点。同时也要
积极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
高居民消费水平，真正启动由消费
驱动的良性经济循环，使经济增长
有坚实的基础性支撑。从中长期
看，促消费的手段需要更多方式，
除消费券外，还要深化消费商品价
格改革，增加流通环节的便利性，
降低流通交易环节的成本等。

疫情防控期间上哪
找工作？一些就业还没
着落的高校毕业生在发
愁：“每年就业的‘金三
银四’最佳时期就要过
去，会不会一毕业就失
业？”如今，网上“云应聘”
正在破解这个难题，成
为毕业生找工作的一个
有效途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要加强就业创业
指导、政策支持和不断线
服务。教育部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2022届高校
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076
万 人 ，同 比 增 加 167 万
人。教育部全面升级推
出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和高
校的“线上招聘”模式已
经打开。可见，教育部、
地方政府、高校等在千方
百计促进毕业生更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确保就业
大局稳定。

就 业 是 民 生 之 本 ，
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
的源头活水。从学生个
体看，大学生平稳就业
了，“饭碗”问题也就解决
了。从社会整体看，要
实现经济正增长就要保
就业，有就业便会有收
入，就可以带动消费、拉
动经济。

面对就业压力增长，
缓就业、慢就业现象增
长，很多高校毕业生内心
着急。解决疫情影响下
的就业问题，需要大力拓
展市场化的互联网就业
渠道。在西安市，全国中
小企业网上百日招聘高
校毕业生活动日前启动，
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
聘网、国聘网等网站通过招聘平台按地区、行业
等维度发布岗位信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
组织汇总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搭建双向对接平
台，开展线上对接。在上海市，某大学党委书记
带着首批 20 名毕业生亮相直播间，像开新闻发
布会一样站台自荐，通过B站、抖音、视频号等渠
道向企业和公众开展毕业生首场线上推介。招
聘网络打造了24小时365天“全时化、智能化”平
台，为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提供更优质的“互联网+
就业”服务，推动市场和人才更好地匹配。各方
面形成合力，才能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水平稳
定，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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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融合，居民实惠到手

数字消费券助市场回暖
本报记者 李 贞

“用线上领到的消

费券带孩子去体验摘

草莓，小朋友特别高

兴！”北京市平谷区居

民赵女士日前领到了

“乐享平谷”微信小程

序发放的惠民消费券，

在一家采摘园游玩时

获得了相应折扣，她感

觉很实惠。近期，全国

多地向居民发放新一

轮数字消费券，既满足

了居民消费需求，又推

动了消费市场的复苏。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工作人员 （右一） 向某企业员工发放旅游消费券。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近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博澳丽苑小区，智能机器
人穿梭在道路上，向居民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据悉，引入智能机器
人，能节约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机器人新颖独特的呈现方
式，更容易吸引居民关注、达到宣传效果。

胡朝群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机器人宣传防疫知识机器人宣传防疫知识机器人宣传防疫知识

足不出户读万卷书

“为更好地满足青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我们将服务搬
到互联网上，孩子们在家也能享受到图书馆的贴心服务。”
湖北省武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镇火星说。武汉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近日开展“我是长江的孩子·国际儿童图书日云
上嘉年华”活动，带小朋友“云游”长江沿线省市人文、历史
活动，感悟传统文化。

线上公益讲座、短视频荐书、在线诗词擂台赛……安
徽省合肥市图书馆启动主题为“以书本丈量世界”的线上活
动，吸引许多读者参与。此外，合肥市图书馆还为读者提
供海量线上馆藏资源以及“书香快递”服务。该馆微信公众
号的“在线阅读”“手机图书馆”栏目提供超 100 万册电子文
献资源、3000多种人文期刊。“书香快递”服务可以将读者借
阅的图书寄到家中，方便读者阅读各种馆藏图书。

辽宁省葫芦岛市图书馆日前举行线上公益读书会，以
讲座交流的形式通过钉钉在线直播举行。葫芦岛市图书馆
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 《红色故事绘》《连环画阅读推荐》

《好书悦读》 等栏目，同时开展战疫科普知识线上有奖竞
答、全民文化建设主题知识线上答题、“寻章摘句，猜书答
名”线上互动、现代唯美诗集线上展览等。

“疫情防控让数字内容的需求大大增加，数字阅读成为
常态，为数字阅读习惯和新兴文化消费的培育带来机遇。”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敖然接受
本报采访时说，居家办公使得部分用户线上学习、阅读的
习惯得以强化，电子书、有声读物、网络文学、知识服务
等新兴出版形态的需求明显增加。

远程互动分享心得

科技赋能，不只是阅读方式迭代更新，人们读书交流
的场景也更加多元。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实验小学的师生近日利用线上课
堂，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的小学生通过视
频方式，一起共读好书、分享心得。德清县实验小学老师陆
玲玲说，线上阅读活动以书为纽带，增进了双方了解。

“每个月，微信读书平台都会发布月度书单，显示这个
平台上人们搜索、推荐、评论、阅读、购买人数最多的书
是哪些。看了推荐，我选的书已经读完，觉得不错，就在
微信读书平台和朋友圈都发了推荐理由，现在身边已经有3
个朋友在读这本书了。”福建省厦门市的上班族江女士说，
微信读书“月度书单”由当月阅读大数据生成，能帮助读
者多维度精选好书。

“我参加了一个读书打卡交流群，群主每月初发布阅读
主题和推荐书单，群友每星期都要在群里分享阅读情况
和阅读心得。”在北京市读大二的学生小唐说，“量变产生
质变，长期坚持下来，既认真读了书，还有所思考写下体

会，同时也知道了别人的想法，可以共同进步，收获满
满。读书交流群打破了时空限制，既有自由交流的畅快，
也有互相加油鼓劲的暖意。”

在人民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马杰看来，各种形式的
线上线下共读活动很受欢迎，原因在于活动中包含个人精
读、思考分享、讨论碰撞，相较一般个体阅读，参与者的
体验更开放、深入和深刻。通过读书会活动，读者逐渐增
加阅读时长，阅读兴趣也被激发了。

技术支持内容为王

数字阅读依托互联网环境，各类内容提供方要加快数
字阅读产品形态和线上服务模式的创新探索，让内容呈现
和触及方式更符合用户特点和阅读习惯。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图书馆在获取资源和提供资源
方面更加丰富和多元。借助5G网络、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的发展，中国国家图书馆正在推动建设智慧图书馆体系，
为读者提供更丰富、更便捷、更智慧的阅读服务。”中国国
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说，中国国家图书馆线上图书资源丰
富，能让人们享受阅读的快乐。图书馆网站年均访问量达

11亿次，年均手机端访问量达1亿次。
运用5G网络、全景视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手段，打

造“全景展厅”“阅读树”等沉浸式阅读体验；推出“网络
书香·阅见美好”小程序，通过1000余家公共图书馆，面向
公众免费提供优质数字阅读资源；联合全国各级图书馆举
办“到图书馆去”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吸引数百万读者到图
书馆“阅典籍”“寻宝藏”“换好书”，并通过微信、抖音等
平台，制作分享个性化电子明信片……近年来，中国国家
图书馆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拓展线上线下阅读服
务阵地，提升数字阅读服务能力。

线上技术发展使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得到极大拓
展，带来更具沉浸感的生动体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翁昌寿说，互联网蓬勃发
展，电子书等数字内容资源的供给成为主流，会给读者带
来全新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方便，技术发展将为未来数字阅
读提供更富想象力的空间。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精品化内容仍是各类数字阅读平
台的关键所在，平台应该加大培育优质内容。同时也要做
好基于用户阅读行为的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用户需求，
进行内容和服务的优化。

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

线上读书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海外网 李雪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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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读书“一卷在手”，现时读书“一屏万卷”。线上读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是人们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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