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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方紫薇

新春将至，近期全国31个
省市纷纷发布了返乡通知，主
流思想是提倡“非必要不返乡”。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经历了去年的“就地过
年”后，今年无论是从民众心
态、市场供给，还是政策“红
包”，都产生了不少新变化。

不想给家乡和工作地添麻烦
民众自愿就地过年

“虽然没有强制要求不能
回家，但我不想给家乡和工作
地添麻烦，就决定留在本地过
年。”今年是付伟在浙江杭州工
作的第6年，他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以前临近春节时，同事
们都会热烈地讨论抢票话题，
但今年办公室里“静悄悄”。

一位火车票贩子向中国城
市报记者透露，相比于前几年，
这两年“生意”差了很多，“以前
客户都不挑车次，只要能抢到
票就行，但今年接的单多为非
常热门的车次，一些出发时间
点较早和到达时间较迟的车次
余票都很充足，用不着我们抢。”

作家冯骥才说：“过年是放
大的生活，也是情感的总爆
发。”虽然不少人有着不能回家
的遗憾，但无论在哪里过年，都
不妨碍表达情感，直抒胸臆。

“您有快递送达。”“北漂”
白领萧萧打开手机，短信提示
从老家寄来的年货已到达，远
道而来的温情让她倍感温暖，

“我收到了丰富的年货，例如卤
肉、红肠、干果等等。为了让我
吃上热食，妈妈还给我从网上
买了锅快递过来。”

看着出租屋里满当当的年
货，萧萧特意拍照发了朋友圈，
她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我打
算除夕一边下厨一边和家人视
频连线，远程共享年夜饭”。

眼下网络上流传着不少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
钱花”“今年过年不回家，防控
疫情你我他”之类的段子，而这
都是人们就地过年生活的真实
写照。

“今年是我第二次在上海
过年。”龙沐沐在上海市一家咨
询服务企业工作，谈及过年，她
表示自己的心态已经转变，“我
家过年没什么仪式感，我也预
料到春节时防疫压力大，所以
提前请了年假回过一趟老家。
现在通讯发达，和家人随时都
能视频语音联系，过年也不一
定非要回家团聚。”

当中国城市报记者问起她
为什么更希望在上海过年时，

龙沐沐坦言，上海的消费业态
多样，新年假期可以实现很多
计划，例如和朋友聚餐、看电
影、逛艺术展、健身与打乒乓球
等，“在上海的春节假期会比在
老家更精彩。”

线上线下掀起消费热潮
冰雪消费或成爆款

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后发
现，今年绝大部分百货商超在
春节期间不仅不打烊，还适当
延长了营业时间，让就地过年

“更暖心”。
北京市朝阳区大悦城永旺

超市内，节庆气氛渐浓。记者
看到，超市将礼盒摆放在独立
柜台上，部分需要预定的新年
礼盒是半成品，例如档位在
79.9 元-199 元的寿司礼盒。
此外，还有多种蔬果礼盒、熟食
礼盒、水畜礼盒等，从红富士苹
果、酱牛肉、羊肉片到帝王蟹、
龙虾，选择多样，品类丰富。

“新年礼盒是过年走亲访
友的佳品，包装高端、品类丰富，
拿得出手。”驻足在礼盒柜台的
李女士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说。

在一家“三只松鼠”线下门
店，记者看到了整齐码放好的
零食大礼包、坚果礼盒等，折扣
力度为满 199 元减 35 元，满
119元减10元。

“可以自由选购零食组合
礼盒，无论是送人，还是买来做
年货，都比单买划算。”该店店员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受疫情
防控影响，部分地区补货有一
定困难，所以建议尽早囤年货。

不仅是商品消费热度升
温，文化消费潜力也在释放。

记者在一些本地生活类
APP的电影分区发现，《长津
湖之水门桥》《狙击手》《四海》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等影片
将于2月1日上映。截至1月
18日，《长津湖之水门桥》承载
的期待值最高，新浪微博上#
最强贺岁档#的阅读量已达
98.1亿人次。

在深圳，“花卉+”主题综
合体于近日开幕。深圳白领齐
岚对此十分心动，高兴地对中
国城市报记者说，“我打算去好
好逛一逛深圳花市，体验异地
新年民俗。”

即将开幕的冬奥会也带热
了冰雪经济。在国家发改委近
日印发的《关于做好近期促进
消费工作的通知》中，首次将

“乘势而上扩大居民冰雪消费”
纳入其中。

“去年我就是就地过年，在
和朋友聚餐时发现商场的冰场
人声鼎沸，一下子激发了我的
兴趣。”在北京市工作的郑女士

回忆起去年的愉快体验，笑着
说，“冰雪消费形式新奇，不仅
锻炼了身体，还收获了快乐。
今年过年，我打算再去冰场玩
一圈。”

和线下的火爆场景相比，
线上的消费活动同样热闹非
凡。“春节不打烊”成为各大电
商平台与商家的集体选择，各
大平台纷纷通过大额补贴、大
牌贺岁、爆款直降等优惠措施
向消费者提供实惠。

消费对于城市经济的拉动
作用不言而喻。但专家认为，
春节返乡整体是人口从更发达
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迁移，因此
越是经济欠发达、人口净流出
较大的地区，消费需求越会被
削弱。

“就地过年会改变春节假
期的消费格局，在促进工作地
城市的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同
时，对于原籍城市的节日消费
以及交通运输、旅游、娱乐等带
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国文化
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
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说。

多地“红包留人”力度下调
专家：回归常态是必然

为了能让民众在当地安心
过年，政府层面也陆续推出了
就地过年大礼包。

最直接的就是“真金白银”
留人。浙江省宁波市提出，对
2022年1月26日至2月10日
期间在宁波市规上工业企业、限
上服务业企业（不含国有及国有
控股企业）和重大项目施工企业
一线生产岗位工作，且2021年
12月在甬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宁
波市户籍员工给予专项补贴，补
贴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每人
最高不超过500元。

安徽省芜湖市紧随其后，
对非芜湖市户籍留芜过春节的
员工，按照200元/人的标准给
予过节补贴。

除了一次性发放补贴，不
少地区还选择发放消费券。比
如浙江省杭州市研究制定了
《杭州市关于春节外省务工人
员留杭补助实施方案》，决定对
春节期间留杭的非浙江户籍务
工人员，按每人600元标准，发

放电子消费券。
此外，多地还推出了稳岗

补贴、技能培训补贴、租房补
贴、困难补贴等。

“在异乡打拼的劳动者留
在本地过年，就会对过年期间
所在城市的生活服务保障能
力提出一定要求。”中国人民
大学高礼研究院副教授王鹏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提供基础性服务的务工人员
返乡，城市的综合运行能力就
会下降。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地方
政府之所以“大手笔”留人，除
了疫情防控和保供稳产的需要
之外，也有对城市经济的考量。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
事长柏文喜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各城市

“发钱留人”在降低疫情风险和
促进本地消费的同时，实际上
也提高了本地企业节后的返工
率，无论对于降低可能的防疫
支出，还是对于本地企业节后
复工生产都有积极作用，从算
大帐的角度无疑是有利于工
作地城市的。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城市
报记者发现，虽然多城下了“红
包雨”，但总体来看，激励力度
不及2021年春节。

对此，一些声音认为，这是
因为各地财政状况也相对较去
年更为紧张等综合因素所致。
不过，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的专家表达了不同看法。

“我认为这体现了我国疫
情防控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袁
帅看来，时下疫情在多地仍有
发生，但是生产经营与生活回
归常态也是必然，“力度的减弱
恰恰是好事，表明了今年疫情
防控机制更完善，这是胜利曙
光到来的信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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