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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价廉，专程开车来赶集

4月 5日早上 8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大
集已经挤满了人。热气腾腾的羊杂汤、现烤
现卖的老蛋糕、火架上滋滋冒油的烤鸡，集
市上各色小吃摊前蒸腾的热气和沿街的香味
令人垂涎欲滴。不少市民特地前来吃个早
饭，再买上接下来一周的食材。

农民摆出自家种植的蔬菜和水果，黏
着泥土的大葱、荸荠，带着瓜蒂的黄瓜，鲜
嫩带水的奶白菜，看着就新鲜。正在仔细挑
选青菜的刘阿姨是大集的常客了，每周六
她都会骑着电瓶车来这里为家人准备好一
周的食材。“沙河大集虽然离市区远，来回路
途花费的时间有些长，但这里的菜品质好，
售卖的价格比市区超市便宜一半，值得跑
一趟。”她说。

除了蔬菜水果和特色美食，乡镇大集上
还经常出售一些富有年代感的老物件。在北
京市海淀区上庄水乡大集上，有的摊主面前
堆满了褪色的旧手表，吸引了不少男性消费
者的目光。还有的摆出一堆文玩核桃、葫芦
和各式手串，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蹲在地上

“淘货”。
“新鲜”“便宜”是大多数顾客认为最能概

括乡镇大集的关键词。在大集上，山东烟台
冰糖富士苹果只要5元/斤，张家口的黄心土
豆 1.5 元/斤，在市里景区卖 15 元/根的烤肠
只要3元/根。不少北京市区的居民开车来赶
集，提着大包小包塞满了后备箱。就算没有
计划只是在集市上随便看看的游人，也会忍
不住买几斤水果蔬菜回家。

与城市里火爆的“后备箱集市”相比，乡镇
大集大多以农民自产的蔬菜水果为主，还有
一些批发进货的小商品，摊位费便宜、供应
环节少，因此商品价格较低。

到了午饭时间，上庄水乡大集里陆续涌
入了一些年轻人。“我在抖音上刷到这个集市，
感觉挺有意思的，专程过来看看，顺便吃个午
饭。”北京市民小陈从小在城里长大，对乡镇
大集比较陌生，“图个新鲜”是他此行的主要
目的。

有摊主介绍，乡镇集市一直在办，但过
去主要是周边居民来买菜买肉，现在很多城
里人、年轻人来赶集，主要是为了尝点好吃
的、打个卡。

“现在的大集跟我以前逛的不一样了。”
在北京工作的山东人李先生说，过去农村老

家的集市上都是附近村民去买日用品和食
材 。“北 京 的 集 市 一 进 来 就 是 很 大 一片停
车场，都是开车来赶集的，还有很多大学生。
卖的商品也不太一样，我们那边主要以蔬菜
肉蛋奶为主，北京这边多了很多卖水果和小
吃的摊位。”

曾是农村“标配”的大集，如今也成了城里
人周末的新去处。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
983 个、乡镇商贸中心 3941 个。不少“乡镇大
集”、便民超市经过改造，环境焕然一新，功
能更加完备。

乡土气烟火气，城里人也着迷

农村集市、集贸市场是农村居民日常生
活中较为常见的消费场所，也是中国城乡商
品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为啥最近突然火了？

从大背景看，去年底印发的《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提出，着力挖掘
内需潜力，特别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释放内需潜能，积极推动农村现代
化。“在扩大内需和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大背

景下，乡镇大集这一传统的产品流通市场结合
乡土特点，焕发生机，成为各地观光旅游、体验
乡村风土人情的重要场景，受到年轻人和城市
消费群体的青睐。”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
中心市场与贸易研究室主任翟雪玲说。

乡镇大集“火”出圈，与交通条件和消费环
境改善密切相关。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已达 65.22%，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加
快，特别是大城市的大学城大多分布在城乡
接合部，乡镇大集逐渐融入城镇生活圈。农
村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也为乡镇大集吸引
更多城市居民和游客提供了便利条件。此
外，大集管理逐步完善，例如开辟停车场、
规范摊位分布、监督垃圾清理等，为市民提
供了更加方便干净的消费环境。

越来越多城里人加入到赶集队伍中，把赶
集当成一种新型休闲方式。这又是为啥？

价格便宜是一方面。“比新发地批发市场
还便宜”“挑战全家赶集花150元”“100元赶集
能买到什么”……短视频平台上不乏类似标题
的赶集视频。与市中心、景区动辄 10元 1瓶的
矿泉水相比，乡镇大集上的商品物美价廉。景
区标配的淀粉肠、夜市热卖的烤冷面，在乡镇
大集上却只要一半的价格。在这里，人们不再
追求时髦，“便宜”“实用”成了最大卖点。

乡土气和烟火气，让城里人也着迷。越
拉越长的玉米棍，冒着热气的红豆饼，鲜艳
饱满的现摘草莓，还有沾着泥土的大葱、萝
卜，这些组成了乡镇大集独特的风味。长大
后进城工作和生活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小时
候的感觉。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也在
这里体验到了真正的乡土气。

乡镇大集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记录着当
地人的生活习惯、方言和饮食喜好，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如今
的乡镇大集已不只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更是一
种生活方式；赶集也不仅仅是为了购物，更是
为了感受那份浓郁的乡土气和烟火气。

保持底蕴，进一步丰富大集内容

乡镇大集是农村流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着农产品上行、农资和其他生活消费
品下沉的重要功能。专家认为，乡镇大集的火
爆，有利于促进农产品流通、刺激农村消费。

“尽管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间的消费支出
差距不断缩小，但目前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翟
雪玲分析，初步测算，若农村居民人均消费达
到城市居民的 80%，约新增一个 4.2 万亿元的
消费市场。激活农村内需将对促进经济增长、
构建双循环格局发挥重要作用。县镇消费市场
承担着农村80%左右的消费市场规模。这些潜
在的农村消费能否完全释放出来，乡镇大集的
打造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十分关键。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介绍，今年将深
入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争取到
2025年在具备条件的县基本建立较为完善的
县乡村商业体系；加快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改
造升级一批“乡镇大集”。

如何在保持底蕴和特色的同时，改造升
级乡镇大集？

提升乡镇大集基础设施建设很重要。翟
雪玲建议，今后应重点加强乡镇大集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乡镇大集整体环境和风貌。加
大乡镇大集周边道路、人行道、绿化带、路灯
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镇大集餐饮服务主体
油烟污染整治，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建立专
业化的垃圾处理设施。

乡镇大集内容有待进一步丰富。“农村大
集作为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留存，不仅是当地
农民的物质交易场所，更是一场民俗文化盛
宴。”翟雪玲建议，进一步拓展乡镇大集的内
容，提升大集的文化环境，通过组织本地社火
团队、秧歌队进行民间技艺展演展示、农民才
艺大赛以及开展农村送科技服务等多种形式，
真正让乡镇大集成为购物节、展览节、科技节、
文化节和民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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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品，品尝美食，感受乡土气和烟火气——

乡镇大集“火”出圈
徐佩玉 苏明辰

依托中国各地电子税务局，非居民企业可在境外便捷完成缴税——

“非居民跨境办税”场景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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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起得比工作日还早，就
为了去郊区赶个大集。买5 元
1斤的山东烟台冰糖富士苹果，
尝哈尔滨红肠、湛江生蚝，还
有2件15元的自发热小背心……
北京多个郊区摆起了乡镇大
集，凭借丰富的商品种类和低
廉的价格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去
消费。

过去，“赶集”是中国农村的
标配。如今，热衷时髦的城里
人也逛起了乡镇大集。乡镇大
集上有啥好玩的？请跟随我们一
起去逛——

本报北京电 （记者汪文正） 记者从
国家税务总局获悉，“非居民跨境办税”场
景已于日前在各地电子税务局同步上线。
这一场景上线后，身处国外的非居民企
业通过中国的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即可
全流程快速办理相关业务，并可选择银
联、云闪付、跨境汇款等多种方式在境
外完成缴税。

为何要推出“非居民跨境办税”场景？
据了解，一些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
机构、场所，但取得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
得，需要在中国申报缴税。在“非居民跨
境办税”场景上线前，这类非居民企业办
理跨境涉税业务需要入境或委托代理人
到国内税务部门办理，往往费时费力。在

“非居民跨境办税”场景下，非居民企业
可 在 业 务 办 理 过 程 中 实 现“ 一 次 不 用
来”。该场景的上线，是国家税务总局努
力打造“用户全覆盖、办税无国界”的国
际化电子税务局、持续优化税收国际营商
环境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

英国辛德福投资有限公司就是首批
尝鲜的境外非居民企业，公司相关负责
人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成功办理了股

权转让涉税业务，并顺利缴纳了 50 余万
元企业所得税。“原本准备从英国飞回
国内办理涉税事宜，现在国外就能直接
登录中国的电子税务局完成注册、申报
和缴税，而且整个过程都有智能引导和
自动计算，省时省力，体验感很好。”该
负责人说。

据介绍，“非居民跨境办税”场景是
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上线的首个创新场景。该场景上线后，
全球非居民企业可以通过“邮箱注册+证
件上传+人工核对”方式，远程完成中国
办税“实名认证”，并被赋予全国唯一的
身份码和“一户式”身份档案，畅行无阻
登录全国各省区市的电子税务局，办理
申报缴税等涉税事项，实现“一地注册
赋码，全国互认通行”。此外，税务部门
还从纳税人视角，将若干相关联的单项
业 务 组 成 场 景 ，实 现 要 素 化 引 导 式 申
报、数字化智能化场景化办税，并提供
双语办税、免填单和“国际汇税通”智能
税款计算器等服务，进一步优化国际纳
税人办税体验，让跨境税收服务越来越
便利。

本报成都电（记者宋豪新） 四川省统计
局和重庆市统计局日前联合发布《2022 年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发展监测报告》。2022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77587.99 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 6.4%，占西部
地区的比重为 30.2%；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
长3.0%，与全国持平。

报告称，2022 年，川渝两地不断深化区域
协同合作，经济圈发展能级持续提升，经济结
构调整优化，先进制造业、新兴消费增势良好，
要素服务保障有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乘势而进。

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一产业增
加值6469.55亿元，占全国的7.3%，比上年增长
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第二产
业增加值 29890.58 亿元，占全国的 6.2%，比上
年增长 3.8%，与全国持平；第三产业增加值
41227.86 亿元，占全国的 6.5%，比上年增长
2.2%。三次产业结构为8.3∶38.5∶53.2，第二产业
占比比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在工业方面表现亮眼。川渝两地整合优势产
业，立足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加快打造
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77044.1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9%；实现利润总额5916.46亿元，比上年增长
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3个百分点。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
大集上的摊档吸引了不少
城区来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施工人员在位于重庆市永川区的渝昆高铁施工现场架设接触
网杆。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市民在北京市海
淀区上庄水乡大集上购
买食品。

苏明辰摄

GDP

扫码观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