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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汉服，到东阳横店影视城体验一场
宋韵灯会；泛舟乌镇，在江南水乡邂逅水上年
市等特色年俗；逆风而行，到安吉云上草原

“滑雪过年”⋯⋯新春时节，伴随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调整，稳经济各项政策效应逐步释放，
久违的烟火气正在归来。

这样的热闹，已不是大城市专属，在新一
轮消费热潮兴起之时，一个个浙江县域抢抓
先机、抢喝经济复苏“头口水”——早在春节
前夕，各地便纷纷出台促消费政策，叠加百场

促消费活动，让小城里的兔年春节年味浓郁、
人气火爆、气象一新。

县域，处在城市与农村市场“交汇处”，有
数量可观的本地消费群，也是重要的城市客
群消费目的地，蕴藏着巨大潜力。当前，促消
费已是扩大内需的重点，浙江县域能否抓住
风口、开展行动？随着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它们又如何因地制宜，构
建消费新格局？近期，记者走上街头，看县域
消费力量之变、方式之变、场景之变。

肖 亮

目前浙江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
费结构加快升级以及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
显增强的重要阶段。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建设消费型社会，深化“放心消费在浙江”
行动，构建品质消费普及普惠体系。但受全
球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影响，我省居民有效
需求不足和消费信心不强，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基础性作用未充分发挥。因此，当前应加
快破解制约消费的堵点、痛点和难点，促进
消费扩容提质。

县域经济是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重要依托，也是浙江发展的特色
优势，极具发展活力和消费潜力。据统计，
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超过 40%。但与
之同时，全省 53 个县（含县级市）包括 26 个
山区县，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激发县域消费潜力，扩大县域消费规模，加
快县域品质消费普及普惠体系建设，促进县
域消费和产业“双升级”，对全省高水平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县域正处在消费变革关键时
期，消费领域出现了提质扩容、场景创新、市
场重塑、消费分化等革命性变化。消费内容
从商品为主向服务为主逐步转变，服务消

费、教育消费、文旅消费、数字消费等成为新
一轮县域消费热点；消费层次从关注价格向
追求品质转变，换代消费、品牌消费、国潮消
费受到高度关注；消费观念日益向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夜间消费等新型消费理念转
型。但同时，面临县域居民收入转化为即期
消费需求尚不充分，县域新消费热点形成扩
大内需的支撑点尚需时日，供给与需求失衡
导致县域消费需求释放渠道尚不畅通等
问题。

未来既要增强居民消费信心和强化居
民消费预期，加快促进消费新热点和重点消
费领域形成规模；也要补齐县域商业体系短
板，打造商业形态更丰富、城市功能更完善、
城市品位更精致的县域消费核心商圈，建设
一批社区 15 分钟优质便民生活圈、现代商
贸特色镇和现代商贸示范村；要发挥数字对
消费的赋能作用，着力推进商业科技发展，
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新消费的商业新基建
和消费新场景，支持新零售、新电商、数字化
街区、智慧商圈和智慧门店等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此外，还要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和互
联网平台企业利用资本、品牌和技术优势，
向县域地区延伸和下沉，积极推动生产、流
通与消费协同升级。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
心教授、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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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费，小城故事多
——新一轮复苏起点，县域抢先机系列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通讯员集体采写

喷香的腊肉、橙黄的年糕、火红的年宵花，从田头到餐
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首个“年货季”，也是一场对农
产品上行是否畅通便捷的考验。

“黄年糕节节高！平阳黄年糕到货 1000 份，手慢
无。”从 1 月 15 日的小年夜开始，平阳县城弓桥路的“瓯越
美农”旗舰店门庭若市。1 月 26 日，负责人黄兆巧一边指
挥搬运，一边向十几个团购群发出通知，当天下午 5 时不
到，这些黄年糕就被抢购一空。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30
日，仅“瓯越美农”平台已卖出 6000 份黄年糕，价值 30 多
万元。

小小一块年糕的“流动”，是数字赋能农产品上行的缩
影。帮助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是平阳打造的“瓯越美农”
农村电商服务平台。去年以来，当地搭建农特产品产地供
应链体系，下沉全县16个乡镇，深度挖掘整合了红美人、黄
年糕、南麂大黄鱼、五十丈粉干等 100 多种优质农特产品。
同时借助已有的邮政快递网点、乡村原有商店、农村合作社
等资源，构建了全链运营体系，让农产品卖得出去、卖得
上价。

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关系着农民增收和农村消费
提质，而县城就是承载消费上通下达的重要中转站。疫情
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初期，面对将紧急药品和生活必需品送
达城乡毛细血管最末端的需求，县域商业体系经历了一轮
大考。放眼未来，这样的考验仍将继续。

构建有利于扩大内需的县域消费新格局，县城作为重
要节点的作用尤为关键。以县城为中心、以城带乡，我们需
要的是一场推动县域消费品质、消费设施、消费能力、消费
规模的全面升级。

眼下，这样的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正在浙江基层铺开。
此前，省商务厅等 17 部门已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浙江省加
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促进农村消费实施方案（2021—
2025年）的通知》（下称《方案》），提出以渠道下沉和农产品
上行为主线，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完善农产品现
代流通体系，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
推动县域商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农民增收与消费提质良性
循环。

48岁的遂昌运丰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慧熊，敏锐嗅
到了其中商机。“以前我主要给村民‘跑腿’，现在给批发部、
便利店跑腿，赶上了县域消费中从 to C（面向消费者）到
to B（面向商家）的新变化。”作为遂昌东部三个乡镇 200
多家村一级便利店的货物供应商，在他看来，随着村民消费
观念改变和消费能力升级，曾经活跃乡间的村级零售网点，
正在失去活力。下乡时，他总能遇到村民抱怨，“高级点的
牛奶、红酒都买不到。”村级便利店本小利微，很多店主自然
不敢进这些“高级货”。这两年，徐慧熊拿出多年积蓄开办
公司，目标便是在政策支持下，实现传统商品批发、零售，向
上下游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转变。

“去年 7 月底基本完成‘快递进村’这一关键部署后，
我们就着手打造新型农村商业网点，完善城乡商贸格
局。”遂昌县经济商务局副局长刘萍说，支持运丰这样的
商贸流通企业做大做强，有利于增强农村实体店铺经营
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推动农村流通设施和业态融入现代
流通体系。

此外，冷链物流、仓储等因消费升级而出现的“短板”
也在迅速被补齐。比如，松阳县里景杰家庭农场为让茶叶
保持更好的鲜爽度，去年新建了 8500 立方的保鲜库及冷
冻库。目前，整个松阳县冷库保有量约有 10.5 万立方，主
要储存茶叶、食用菌等农产品。当地还计划投资 800 万
元，完成裕溪乡山茶油、泡豆腐等特
色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

抓住县域这个支点，更多消费动
能正待被撬动。

（本报记者 肖淙文 沈晶晶 金春华
周林怡 何贤君 汪子芳 翁云骞 尤建明
通讯员 朱敏 金珍杰 俞临新 邵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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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赵辰昕接受访问时指出，新的一年，在促消
费、稳投资上不仅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
条件，还要创新消费场景，“促进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发展，鼓励传统商贸流通企业、专业市
场与平台企业加强合作，利用新技术新应用
拓展购物体验。”

走访中，记者明显感受到，浙江县域的消
费正从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底部往顶部移
动，“消费升级+消费下沉”成为县域消费增
长的新路径。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兴消费，从
不差钱的“买买买”到深度体验，从生活必需
品转向享受型消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
费⋯⋯县域消费的差异化、个性化、多元化发
展，正在释放强劲动能和巨大潜力。

以往城市里的潮流业态和消费场景涌入
县域，成为此次抢抓先机的“引擎”。“除了大
力引进一二线品牌，我们商城的经营模式也
在迭代。”竺雷表说，2021年爱琴海在慈溪城
区西部开出二店，定位就是打造特色 IP。占
地 9.6 万平方米的新商场，主营室内滑雪场
和集种植、采摘、露营为一体的“微度假”式农
场。不断创新的业态里，是县城居民变革的
需求和消费的活力。

点开小红书、抖音等 APP，从一杯咖啡
开始，“消费下沉”步伐已经迈向乡村。大众
点评榜单中，湖州排名前100的咖啡馆，一半
都在乡村。有人笑称：“打卡速度快跟不上开
张速度了。”这个自带社交属性的消费热点，
让“早C（咖啡）晚A（酒）”不再只是城市的标
配，品牌或小众咖啡店迅速在田野间“生长”。

“一杯咖啡，消弭了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
的距离，让我感觉自己又在杭州、又在家乡。”
在杭州工作的遂昌人阿宝每次回家都爱去咖
啡馆坐坐，常去的“未知”咖啡店负责人杨哲
坤在外学习咖啡制作三年，返乡创业后牢牢
抓住了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外形上能拍照
出片，内涵上对接北上广深精致产品，开业至
今已有会员 5000人，成为小城青年的“打卡
地”。

一边努力消解大都市的消费虹吸效应，
另一边县域消费业态也在试图走出千篇一
律、同质竞争的困局，希望借助差异化资源禀

赋和区域特色，创造县域独特的消费场景和
需求，激发远超本地辐射范围的消费动能。

因“人”而兴的小商品之都义乌，紧抓“外
国人经济”。漫步稠城街道宾王商贸区异国
风情街，伊拉克人穆罕默德经营的夏合万餐
厅里，库尔德鸡肉香饭、香草炖菜等招牌美食
风味纯正，不止抓住了中东“老乡”的胃，也让
喜欢尝鲜的中国顾客流连忘返。这里与韩国
风情街、鸡鸣山夜间国际生活区、稠州北路异
国风味餐厅等国际特色街区，一起构成了义
乌独一无二的“消费联合国”。

今年 1 月 1 日，为进一步彰显义乌国际
融合特色，《义乌市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涉外
服务十项举措》正式施行。其中，培育发展国
际融合社区、营造多元友善人文氛围，举办中
外商人运动会、足球联赛、国际美食推广等涉
外文体旅活动等，为义乌特色消费市场复苏
打下了基础。

相比义乌良好的商贸环境和产业基础，
山区县泰顺在区位、交通、人口等方面存在先
天不足，如何化劣势为优势？县里的答案是，

“抱起团来干大事”。为此，当地成立创意专
班工作队，充分挖掘全县19个乡镇的特色特
产，再通过“艺术+市集”形式，打造山城文创
消费品牌“泰有艺市”。每期活动，聚集70多
个摊位，形成了浙闽边界的特色消费市场。
去年以来，已累计吸引本地及浙闽周边县市
区30万人次，远超本地常住人口数。

“唐诗文化名城”新昌，则充分深挖当地
文化底蕴。走进城区一家名叫“印象新昌”的
店，名为“天姥连天向天横”的新昌炒年糕、

“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新昌汤榨面、“为缘春笋
钻墙破”的鞭笋蒸咸肉轮番上桌，本地美食和
唐诗文化结合的“天姥唐诗宴”让人回味
无穷。

去年以来，当地专门为十大新昌小吃立
项，每年划拨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品
牌建设等。如今，不仅在全县23家门店推出

“唐诗宴”，还将唐诗元素融入全域旅游，开发
出山海经灯光秀、新昌调腔剧场等特色消费
场景。“市场是最敏锐的，充沛的消费潜力、浓
郁的地方特色，正是我们实现弯道超车，消费

‘破圈’的秘籍。”高雪军说。

赶追潮流 消费下沉激发破圈动能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很多人来说，如同久
旱逢甘霖。

“阳康”的年轻人，迫不及待想用一次休
闲、一场旅行，开启新的一年。众多仍在坚守
的经营者也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追回“逝去的
三年”。随着返乡人员涌入县城，火热的消费
潮，映照出人们的期许和信心。

商圈是见证消费回暖的一线。大年初
一，平阳县鸣山古村特色街区游人如织，平阳
糖画、温州蛋画、剪纸等一系列非遗活动让孩
子们大饱眼福。“逛庙会、吃小吃、看表演，这
是老家的年味。”专程带孩子来玩的周杰感
慨。1 月 21 日至 28 日，平阳重点旅游景区

（景点）实现经营收入 811.7 万元，同比增长
50.2%。

慈溪爱琴海购物公园一期，当地知名书法
家摆开架势，为市民现场写“福”字，引得不少
人驻足。“虽然没到巅峰期水平，但日均客流量
4.7万人次，已属难得，为新一年的经营增添了
信心。”爱琴海购物公园经理竺雷表说。春节
期间，慈溪银泰、保利、爱琴海、新城吾悦4家
商业综合体实现销售额4086万元。

为迎接这股热潮，慈溪早早备战。元旦
后，当地发放总计 1500 万元的迎新春消费
券，并贴心设置年货节专享和留慈过年 2 个
券种。据统计，春节期间共计撬动在慈销售
额 1.7 亿元。2023 年一季度，当地发放的消
费券将不少于4500万元。

同样摩拳擦掌的还有义乌。正月初五，
义乌江东街道临江社区的基层干部就坐不住
了，他们组织商户、消费者代表，举行了一场

“小巷茶话会”，面向社区内咖啡馆、酒吧等年
轻业态涌现态势，将提振“夜经济”定为年后
促消费的主抓手。“能不能加装氛围灯，弄个
网红夜景？”“夜晚经营和噪音投诉的矛盾，社
区能不能想办法协调？”茶话会一结束，社区
便组织一批干部，对照一条条建议，马不停蹄
研究起了夜景装饰提升计划。

这个兔年春节，是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后
的首个长假。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恢复正

常状态，他们用实际行动搅起消费市场的“一
池春水”。

据统计，假期期间，浙江银联商务消费总
额同比增长 8.64%，其中零售业同比增长
10.03%、餐饮业同比增长 9.69%、住宿业同
比增长 34.83%；全省 440家重点商贸企业营
业额同比增长 6.00%；全域游客累计接待
253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比 2019 年同
期上升13.2%，游客接待量创历史新高。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稳增长置
于首要位置，在提及如何扩大国内需求时提
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多
措并举促进居民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

乘风而上的浙江县域，其实早已暗自布
局，消费业态转型升级一直在进行。行走新
昌，记者惊讶于三四年前酒店还屈指可数的县
域，已涌现出不少高端特色酒店、乡村度假综
合体，万豪、安岚等国际知名品牌纷纷入驻。

“县域不缺风景、不缺市场，缺的是优质
产品、多元产品。”新昌县文旅局局长高雪军
介绍，近两年新昌一边抓转型，引入度假酒
店、满足高端需求，鼓励业态创新、迎合本地
游和亲子游、疗休养等消费新趋势，一边拓市
场，向福建、安徽等省份挖掘潜力。春节假期
期间，星级饭店客房预订量同比增长227.7%，
大型餐饮、住宿企业普遍实现 10%以上的同
比增长，不少酒店连续客满、一房难求。

像新昌一样，眼下，传统景区游已拓展
出自驾游、度假游、深度体验游等众多分
支。县域的资源禀赋和后天的用心经营，让
其成为沉浸式体验、绿色消费的天然目的
地。遂昌的桨板、潜水等户外运动，龙游的
石窟国际音乐盛典等艺术活动，吸引越来越
多城市客流。

“早晨看云海，日间赏茶园，夜晚看星空，
人最多的时候，两个观景平台和村里草地、水
库边搭满帐篷。”新昌东茗乡一处露营基地负
责人说，这样的火爆场面以前很难想象，不仅
带动了村庄民宿发展、农产品销售，也为他们
开启了提升消费业态和能级的契机。

抢抓风口 争喝消费回暖头口水抢抓风口 争喝消费回暖头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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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义乌佛堂古镇游人如织。 拍友 王松能 陈洋波 摄

地处安吉溪龙乡黄杜村的一片叶子茶饮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地。 溪龙乡供图地处安吉溪龙乡黄杜村的一片叶子茶饮咖啡馆，成为网红打卡地。 溪龙乡供图

遂昌仙侠湖，水上运动成为消费新热点。 遂昌县委报道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