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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8%，餐饮收入增长13.9%……一季度

消费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

落地见效，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预

期持续改善，带动市场销售明显回升，

服务性消费稳步改善，消费整体呈现恢

复向好态势。

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

节和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

门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

取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

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促进消费潜力

加快释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

季度消费增长明显回升。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11492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

品零售额99664亿元，同比增长5.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258亿元，同比增

长6.2%。一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达66.6%，比去年全年明显回

升，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

因素。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4亿多人

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扩容升级空间广

阔。从一季度消费数据来看，我国消费

市场呈现恢复增长态势，消费韧性强、

潜力大、活力足的特点没有改变，消费

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消费

提质升级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当前，随

着经济逐步恢复，就业逐步改善，3月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明显下降，有利于增

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此

同时，消费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有

利于激发新的消费意愿。“五一”小长假

更是激活了文旅、餐饮、住宿等方面的

消费热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综合各

方面因素来看，消费对于经济增长主引

擎的作用有望进一步增强。

不过也应该看到，消费潜力持续释

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我国

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

大，制约消费的因素还有不少。不论是

立足当前还是着眼长远，都要求充分调

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激活消费这

个强引擎，有效支撑起经济稳健复苏、

健康发展。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

顾之忧敢消费；要坚持需求导向，以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顺应

消费需求多元化趋势，促进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

结合，推动消费供给提质升级；要推动

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健康发

展，以新需求催生新供给，用新供给创

造新需求，激活市场需求潜能。此外，

还应持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放

心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者投诉的便利

度，加大消费者投诉问题的解决力度，

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

长期的经济学观察显示，经济发展

的重心最终都会转向消费。多年来，消

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主引擎，为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从中长期

发展来看，我国正处在消费快速升级阶

段，消费前景长期看好。随着各项政策

措施持续发力，供给结构不断优化，消

费场景更加丰富，消费市场恢复向好的

势头将更为强劲，定能更好发挥对经济

增长的支撑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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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五一”假期来临，各地旅游市场持

续火爆。然而近期不少网友吐槽，提前

预订好的民宿酒店以各种奇葩理由临

时毁约，然后坐地起价再次销售。有网

友指出：“一些民宿为了在节假日大赚

一笔，不惜编造各种理由逼顾客退单然

后涨价，缺乏基本诚信！”

@中国旅游报：“游客多了就临时涨

价”的失信行为是不可取的，基本的契

约精神是企业存在的基础，在任何利益

面前都不得随意放弃和违背。对于客

流量较大的节假日和周末，民宿、酒店

可以根据对消费需求的预判，结合企业

成本增长和内容优化情况，在法律法规

许可的范围内，适度进行价格调整，提

前做好收益管理。但一旦根据现有价

格形成了订单，就意味着双方契约的达

成，不能随意以各种借口撕毁契约。

@易嘉严：经商诚为本，誉从信中

来。部分民宿酒店毁约涨价，可能会让

经营者短期收入大涨，但信誉丧失会反

噬经营效益，不但会自砸饭碗，更会影

响整个地区的口碑。民宿酒店毁约涨

价乱象不仅关乎市场，同样关乎一座城

市、一个地区的旅游形象。

@新京报：民宿毁约盛行，其实也在

呼唤更有效的行业管理。制度的完善

优化和管理部门的积极作为都不能少，

在预案、引导、规范和行动上都要有更

大的动静。比如，普及维权知识和相关

信息，提升投诉和游客权益保障的可及

性，减少游客的维权成本；在加大对行

业不法行业处罚力度的同时，鼓励守法

诚信的民宿旅馆，为其注入更多的推广

资源和扶持政策；更明确地指引平台

强化对游客利益的保护，开展对民宿

旅馆异常行为的监测，推动平台间共

享维权信息；还可以考虑引入社会力量

为游客维权提供法律等方面的适时援

助等。

““碳票修复碳票修复””
扩展生态保护路径扩展生态保护路径

■李英锋

日前，盗伐林木违法行为人郝某某、

周某某、陈某某三人在贵州环境能源交

易所有限公司自愿认购森林碳票，履行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据悉，这是贵

州省贵阳市首例以认购碳票方式替代履

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公益诉讼案

件。“碳票修复”作为扩展生态保护的路

径之一，值得积极探索。

谁破坏了生态环境，谁就应该承担

生态修复责任。针对以盗伐滥伐等方式

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司法机

关在办案过程中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

刑事诉讼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一方

面通过公益诉讼追究当事人的生态环境

损害修复责任，可以实现惩治犯罪程序

与生态修复程序的有效衔接，织密了生

态环境保护的法网，也能优化生态环境

保护的效果。在同类案件中，按照法定

的传统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盗伐滥伐者

应该承担林木加倍补种责任。然而，在

一些具体的案件中，有关部门可能难以

找到一块供盗伐滥伐者补种林木的合适

地方，或者盗伐滥伐者在原地或异地补

种林木也可能存有其他现实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为盗伐滥伐者开辟

替代的生态修复路径显得尤为必要。实

际上，除了直接补种这种生态修复责任，

盗伐滥伐者还可以通过赔偿损失和费用

等方式承担“间接补种”责任。碳票是林

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相当于

把一片林木的固碳释氧功能作为资产交

易的“身份证”。通俗地说，一片林木每

年吸收多少二氧化碳、释放多少氧气，经

第三方机构监测核算、专家审查、林业和

相关部门审定，最终制发具有收益权的

凭证。该凭证被赋予交易、质押、兑现、

抵消等权能。显然，碳票就是一种生态

绿色资产有价证券，与实质的林木资源

具有紧密的功能联系，按照一定的条件

和程序可以转换为实质的林木资源或其

他生态资源。

在贵阳这起案件中，当地就缺乏直

接补植复绿的条件。司法机关充分考量

郝某某等人盗伐林木行为造成的生态损

害影响，在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出具林木

碳汇减排量测算报告的基础上，积极探

索盗伐者通过购买森林碳票的方式替代

履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给盗伐者

开辟了“间接补种”的合理可行路径，实

现了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直接补种”的

生态修复目标，既契合了生态修复的法

律原则，也赋予了生态修复积极的创新

意义，让生态修复的方式更加多元、丰

富、灵活。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在办

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时，并没有僵硬地

要求生态破坏者以直接补种、缴纳生态

修复补偿金等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

而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在法律的框架

下创造性地实施“行为罚”，要求生态破

坏者承担护山、巡湖、参与生态保护公益

活动等责任，丰富了生态修复的手段，给

生态破坏者找到了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

合适出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生态

修复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强化生态修

复的效能。“碳票修复”等创新措施为保

护绿水青山提供了更多路径选择，具有

很高的绿色价值，值得各地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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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醒

近年来，借助网络，一些未

经开发、游离于正常监管外的

“野景点”不断吸引游人探险打

卡。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承载

力有限、配套设施缺乏，一些

“野景点”存在危及人身安全、

私搭乱建、污染环境等问题，亟

待规范和引导。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

客增强安全意识，远离无安全

保障的危险区域。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