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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China Travel”邂逅申遗成功
后的首个中国春节，感受中国年味，

“圈粉”中国年货，体验“丝滑”支付
……外国游客来华热情高涨。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蛇年春节假期（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银联、网联共处理境外来华人员
支付交易笔数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
124.54%，交易金额增长90.49%。

“免签朋友圈”扩大，爱上“非遗”
中国年——

逛庙会、赏灯会、穿汉服、看表演、
品美食……春节期间，在中国的大街
小巷、旅游景区，不时出现游玩“打卡”
的“洋面孔”。

在上海豫园，德国姑娘卡拉·乌尔
马赫不仅感受到了江南韵味和浓浓年
味，还购买了心仪的年俗工艺品，给朋
友们带回中国春节的祝福。“在上海购
物，不论是刷 Visa、万事达卡等外卡，
还是手机移动支付，都很方便。”她说。

免签国家范围的不断扩大和240
小时过境免签新政策，吸引更多外国
朋友感受中国年。第三方平台数据显
示，今年到中国过春节的外国游客较
2024年增长150%，创下新高。

支付宝数据显示，除了北、上、广、
深等入境游一直以来的热门目的地，
苏州、西安、成都、厦门等地也成为春
节期间入境游客爱用支付宝深度旅行
和消费的城市。

服务升级，消费支付不“见外”——

在栈桥喂海鸥、乘游船看海景、在
“非遗大集”上看花灯、喝青岛啤酒
……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外国游客来
青岛过大年，青岛入境游订单量同比
增长108%。

还在担心“支付难”？老外说，体验
越来越好。

“不用换现金，用韩国本地的电子
钱包就能在青岛街头体验好吃好玩
的。”在中山路打卡的韩国游客朴惠珍

直言支付太方便。
近年来，便利外籍来华人员支付的

措施密集出台，不断重塑入境消费场
景：一方面推动“外卡内绑”，境外银行
卡可绑定支付宝、微信支付在国内商户
消费；另一方面支持“外包内用”，越来
越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国内使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支付宝支持“外
包内用”的境外钱包已达13个，来自菲
律宾、泰国、新加坡等10个国家和地区。

政策“破壁”、服务升级。各方不断
打通移动支付的堵点：提高境外银行
卡绑卡效率，优化身份验证安排，提高
移动支付单笔交易限额和年累计交易
限额……

为适应外国人的现金支付习惯，
全国近7万家银行网点、近5000家外
币兑换设施、近32万台自动取款机可
提供兑换人民币服务。

消费高涨，“圈粉”中国年货——

在前门大街选购茶叶，在杨梅竹

斜街买兔儿爷，在各大购物中心选购
国产潮牌衣服……不少北京的门店反
映，春节假期，外国消费者较去年春节
明显增加。

来自德国的乌尔丽克和在中国留
学的儿子埃米尔一同在北京过大年。

“我们逛了什刹海的集市，品尝了地道
的中餐，购买了心仪的春节礼物。”乌
尔丽克说，不少店家都能用英文交流，
手机支付也非常方便。

来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数据印
证了外国游客“买买买”的热情：春节
期间，入境游客通过微信支付消费笔
数较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34%。假期前
五天，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金额比
去年春节假期增长1.5倍。

中国年正在成为“世界年”。从
东方传统佳节之美，到乐享消费支
付不“见外”，开放的中国，让世界越
来越爱！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任军 吴雨 有之炘

交易额增长超九成！
“China Travel”邂逅中国年 “改变世界，我想试试。”

6日中午最新数据出炉，《哪
吒之魔童闹海》总票房登顶我国
电影票房榜榜首。

好故事就要有好的呈现。
就在5年前，《哪吒1》里的一

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深深地打动
了观众。如今，“成长”起来的哪吒
再次震撼人心——“若前方无路，
我便踏出一条路!”

优秀的传统文化IP作品，离
不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
求。哪吒形象源远流长，被赋予了
一种斗争精神。《哪吒 2》以传统
神话故事为蓝本，在哪吒身上淋
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勇敢、无
畏的精神力量。

一路走来，哪吒每一次“重
生”，都是在时代变迁中讲述“中
国故事”。这一文化形象历久弥新
的背后是坚持守正创新，这是传
统文化旺盛生命力的缩影。

这部现代动画作品，将中国
传统绘画和 AI 视觉技术深度融
合。特效镜头近 2000 个，主创团

队4000余人，一个1分钟的动作
分镜画了半年之久……坚持不懈
与精益求精，在细节中展现匠人
精神，只为用硬核技术讲最动人
的故事。

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国产动画电影历经坎坷，辉

煌过低谷过。《大闹天宫》《三个和
尚》等经典动画，是一代代中国人
耳熟能详的文化作品；现今，《哪
吒》系列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
等优秀作品持续涌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加快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蹚出一条传统文化IP与
时代结合的新路。

伴随国内电影市场的火爆、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传统文
化IP的“现代之路”前景广阔。

未来，还会有更多传统文化
IP“火起来”，以时代性阐释，展现
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走出中
国，走向海外。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哪吒缘何“登顶”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记者唐
诗凝 谢希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
咏前 6 日说，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消
费市场年味浓、人气足、销售旺，商品
消费亮点突出，服务消费活力十足，
消费场景拓展创新。据商务部商务大
数据监测，节日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
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1%，消费市场总体实现平稳开局。

在当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

发布会上，何咏前介绍，节日期间，
食品、年俗商品、绿色智能家电、手
机、平板等商品热销，重点监测零售
企业家电、通讯器材销售额同比增
长 10%以上。聚餐、旅行、观影、看剧
等服务消费需求集中释放，重点监
测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6.2%。
冰雪游、文博游等热度不减，春节假
期国内出游总花费 6770 亿元，同比
增长 7.0%；国内出游 5 亿人次，同比

增长 5.9%。春节档电影票房达 95.1
亿元，创历史新高。商旅文体健加快
融合，数字化、沉浸式、互动式消费
场景受到青睐。

今年春节假期，各地商务部门结
合地方特色举办新春集市、网上年货
节、老字号嘉年华等形式多样的消
费促进活动，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激
发节日消费活力。黑龙江抓住亚冬
会举办契机，组织开展“欢腾亚冬

嗨购龙江”系列促消费活动；四川举
办“年味天府·气象万千”百家商圈
联动贺新春消费月，满足群众多样
化消费需求。

“我国消费市场韧性强、潜力大、
活力足，回升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
变，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
围，各类消费促进活动有序开展，一
季度消费市场总体将继续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何咏前说。

商务部：消费市场平稳开局 春节消费亮点突出

“平均每桌剩菜三分之一，有的客
人甚至只拍不吃，年年有余成了‘年年
浪费’……”今年春节假期，海南某饭
店后厨垃圾桶里，成条的清蒸鲈鱼、未
动几筷的东坡肘子与半锅佛跳墙混杂
一起，服务员王燕看了直叹气。

近年来，“舌尖上的浪费”治理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显现成效，但节假日
期间，随着聚会宴请增多，餐饮浪费现
象仍有发生，吃不完、不打包的情况值
得关注。

“节日狂欢”撞上“舌尖浪费”

提及餐饮浪费，江苏无锡一家高
档酒店的经理徐东明深有感触。去年
国庆假期一场婚宴上，他就目睹了这
样的场景：30 桌宴席中，近半数菜品
剩余超50%，一些龙虾、鲍鱼等海鲜几
乎未动就被倒入泔水桶。“一桌菜均价
6000元，浪费食材成本将近2000元。”
徐东明说。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走访连锁餐
厅、景区周边饭店等，也发现了一些食
物浪费现象。

“8 人年夜饭点了16道菜，吃一半
发现点太多了。”苏州市民陈女士说，家
人认为“菜满桌才显诚意”。徐东明表示，
浪费往往与“面子文化”有关，比如不少
婚宴主家怕被说“寒酸”，硬要扩桌数；有
的年夜饭必须菜摆满桌，还要摆盘气派，
剩了才显“有余”。

不少消费者点菜追求“多多益
善”。在商务宴请、婚宴等场合，尤其是
高端餐厅，吃不完打包显得寒酸，“仪

式性浪费”更为突出。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上档次的餐

厅在节假日推出类似“吉祥宴”“富贵
席”等套餐，价格高昂且菜品数量象征

“十全十美”“要发”等，有服务员还会
“贴心”提醒“少了道菜不吉利”，导致
顾客过度消费。

部分外卖平台上，餐厅节假日推
出满减促销活动，导致消费者为凑单
多点菜品，最终丢弃率增加。“为了优
惠拼单凑单，很多时候多买一份米饭
或小吃，吃不下就浪费了。”有常点外
卖的消费者说。

此外，有饭店推出预制菜礼盒，被
网友吐槽“几块腊肉用 3 层礼盒包装
浪费”，一些预制菜还因“保质期短”

“口感质量差”等被一扔了之。

“剩宴”背后原因几何

在业内人士看来，节日餐饮浪费
现象，既有特殊的文化心理因素，也有
监测评估体系不够完善、违法行为处
置不易到位、商家自我管理动力不足
等原因。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季中扬指
出，在物资匮乏年代，“有余”往往象征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包含对富足生活
的祈愿，而现今在一些场合，却被异化
为“撑门面”和“攀比炫富”。

季中扬说，在节日场景中，人类
对多样化食物的本能追求也被放大，
消费者将节日消费划入“情感支出”
账户，降低了对浪费行为的道德敏感
度，这种心理账户隔离效应削弱了行

为约束力。
上海市食品安全专家委员会秘书

长彭少杰认为，餐饮浪费缺乏系统全
面的统计调查制度，难以准确掌握浪
费的比例、规模和分布情况，不利于反
浪费措施的推进落实。婚宴场所、商务
接待及农村聚餐、网络订餐等也缺少
制度化清单式管理规范。

西南某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由于缺少食品浪费行为的具
体标准，在实际监管执法过程中无法
进行量化对比，存在取证固证难的问
题，对查出的食品浪费行为只能批评
教育，无法进行行政处罚。

记者梳理发现，反食品浪费执法查
办案件类型较为单一。在一些食品浪费
高发场所，监管部门针对实质性浪费行
为的执法办案力度仍有待加强。

此外，浪费治理协同仍显不足。王
燕说，对大多数餐饮店而言，主动提醒
消费者适量点菜的动力不足，更倾向
于推荐高价套餐。同时，不少餐厅处理
剩菜方式较为简单，缺乏有效回收再
利用机制。

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近年来，我国通过立法、监管、宣传
等，使得“舌尖上的浪费”明显改观，不
少地方通过多种形式对制止浪费进行
了有益探索。

比如，广州某饭馆推出“迷你版”
月饼，因份量小受到大量年轻消费者
追捧；线上外卖平台数据显示，“小份

菜”“小份套餐”“单人餐”等搜索量大
幅增长；还有地方推出餐饮“红黑榜”，
将反浪费纳入餐厅评级体系，上榜企
业可获税收优惠等。

业内人士表示，餐饮浪费问题时
常反复，反浪费非一朝一夕之功，需从
制度完善、技术赋能、宣传引导等多方
面发力，构建多元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印发的《粮食节约和反食品浪
费行动方案》明确，建立粮食损失和食
品浪费统计调查制度、标准规范和指
标体系。这意味着反食物浪费将有

“账”可循，为精准施策奠定更坚实的
基础。

彭少杰建议，强化违法惩治，对不
遵守反食品浪费有关规定的餐饮服务
经营者按规定提醒约谈、督促整改，依
法纠正查处违法行为，公开曝光浪费
食品等典型案例。

武拉平等专家提出，通过智慧餐
饮系统优化供需匹配，如通过智能点
餐系统实现用户输入人数、口味后自
动生成适配菜单；物联网设备实时监
控后厨食材消耗，提醒动态调整采购
计划；完善餐厨垃圾收运监管系统，对
餐饮店每日餐厨垃圾产生量、变化趋
势、异常情况等进行监测。

在季中扬看来，将节约意识转化
为日常习惯，要从道德训诫转向知识
赋能，从节日突击转向场景嵌入，从鼓
励节约一份菜的小事中凝聚全民参与
热情，培养“餐餐不剩”时尚新风。

据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如何避免节日盛宴变“剩宴”？

中国消费者协会 6 日发布
2024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情况分析。从消费者投诉热点看，
部分经营者在商品质量、营销和
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如部分商
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车辆统
筹保险”投诉激增、“先学后付”隐
患多……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也暴露了监管的短板。

部分商家落实国补政策不规范

消费者马先生于 2024 年 12
月16日，在某电商平台某品牌自
营旗舰店支付 8599 元（原价为
8999元，使用400元国家补贴）购
买了一部手机。12月22日发现同
款手机在其购买价格基础上降价
700 元，消费者按照平台客服要
求重新下单价格为7899元（原价
为 8999 元，使用 400 元国家补贴
和700元平台优惠券）。消费者要
求价格保护，但平台以新订单使
用了400元国补为由，只支持价保
300元。消费者投诉后，通过消协
与商家进行了和解，在价保300元
基础上，另行补偿400元差价。

据中消协介绍，部分商家先
抬高价格，再用国补优惠吸引消
费者。消费者购买了国补商品后
发现价格大幅下降，要求补差价，
但被商家以“国补商品不参与价
保”为由拒绝。有的商家未按承诺
时间发货，或者以库存不足为由
强制取消订单，导致消费者国补
资格丧失。

中消协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
明确补贴政策细则，细化国补商品
的价格计算规则，防止商家虚高定
价或通过涨价等方式套补，侵害消
费者利益。监管部门可重点加强对
补贴商品价格的监测，对参与国补
商品的价格波动进行动态监管，及
时发现异常涨价行为。

“车辆统筹保险”投诉激增

消费者林先生称，在手机上
看到某运输安全统筹服务有限公
司发布的车险服务广告，该公司
工作人员冒充知名保险公司，以
可购买汽车商业险为由诱骗其通
过二维码进行付款。付款后消费

者收到的合同显示是统筹服务，
并非正规的商业险保单。

据介绍，中消协近期接到大
量消费者投诉，反映一些“汽车服
务公司”以保险公司名义对外销
售“统筹保险”，冒充知名保险公
司，将“统筹保险”包装成正规商
业保险，消费者付款后才发现保
单并非由正规保险公司出具，“统
筹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无人接听、
业务员失联，出险后只能到指定
修理厂，面临赔付难等问题。消费
者发现问题后要求退款，却遭遇
商家拖延或拒绝。即使合同未生
效，消费者提出退款时仍被收取
高额手续费。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销售
车辆统筹业务的公司并非保险公
司，其公司名称一般为“汽车服务
公司”或“运输服务公司”，注册时
也无需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此
类公司的风险补偿能力及资金安
全性相对较低，存在理赔难度大、
跑路风险高等多重风险，建议消费
者谨慎识别，避免选择此类产品。

“先学后付”隐患多

消费者孙女士称，2024年12
月，广州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诱
导其签订“先学后付”分期付款技
能培训课程合同，客服称报名时
只需要交纳 100 元预定金，下个
月才开始支付学费。事后，孙女士
才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办理了贷款。

据了解，一些职业技能培训
机构以“先学后付”的名义，诱导
消费者未充分了解借款条款情况
下办理“消费贷”。部分网购平台
设置为默认勾选，并自动成为后
续付款方式，且关闭步骤复杂。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培
训机构应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关条
款和风险，网购平台应加强身份
验证、支付安全等，避免因误操作
引发纠纷。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
培训和电商行业相关业务的监
管，确保其透明公平经营，防止侵
害消费者权益。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商家落实国补政策有待规范

中消协发布2024年
消费投诉热点分析

2 月 6 日，求职者在广西梧
州市“春风行动”招聘会上了解
岗位信息。

春节假期结束，各地纷纷举

办“春风行动”等各类招聘活动，
为求职者与用人单位搭建对接
平台。

新华社发 何华文 摄

“春风行动”助就业

2 月 6 日拍摄的嘉兴南
湖天地的元宵花灯。

临近元宵节，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区的街道社区、商
业区块、城市公园被各色花
灯点亮，营造出浓浓的节日
气氛。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花灯美景
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