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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城市幸福感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以前买瓶酱油都得绕半条街，现在下楼

遛个弯就能逛磁州窑文创店、吃邯郸特色

菜。”在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邯郸道历史文化

街区的智慧导览屏前，丛台区南门里社区居

民李金成说：“这里已然变成了附近居民的

‘第二客厅’，吃穿住用行，样样都方便。”

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南北长约 2.1 公里，

串联了学步桥、丛台公园和城南三个片区，拥

有回车巷、邯郸行宫、邯山书院等十景，并设

有便民生活休闲区和一座大型跨街观光天

桥。据邯郸市产投集团股权公司总经理于博

洋介绍，自今年 1 月 25 日开街以来，街区约

60%的客源来自周边 3 公里范围内的社区，居

民月均消费 8.2 次，周末单日客流量突破 2 万

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商业体销售额的持续

增长。

在街区“邯城郸礼”文创店内，明信片巧

妙融合了“胡服骑射”“邯郸学步”“完璧归赵”

等经典成语场景，并特别设计了邮票集成功

能，方便游客即兴邮寄。另一款热门产品“玩

转河北”主题创意冰箱贴，日均销量过百件，

成为店内的人气爆款。据文创店负责人曹亚

豪介绍，该店自今年 2 月开业以来，单月营业

额已突破 2 万元，实现了开门红。

近年来，邯郸市作为“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第四批全国试点城市，紧密结合城市社区

居民的实际需求，以打造便民生活圈为核心，

重塑商业生态，激发消费新活力。邯郸市商

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负责人姚飞说：“我们坚

持‘问需于民’和‘一圈一策’原则，通过优化

布局、补齐短板、丰富业态，提升居民生活的

便捷度，努力将便民生活圈打造成为群众的

幸福生活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不仅是连接民生与

经济的毛细血管，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纽

带。邯郸市通过优化政策、技术赋能、多元参

与等创新模式，将积分服务与“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紧密结合，不仅带动了社区商业繁

荣，还孕育出一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的试点社区，生动诠释了“小社区大民生”的

治理智慧。

在邯山区和平东社区的积分超市内，居

民赵雪花滑动手机屏幕向记者介绍：“我本次

消费 50 元，使用 100 个积分兑换一张 8 折券

后，实际支付 40 元。作为社区志愿服务积极

分子，我今年已累计获得 5000 多个积分。”

这些积分不仅能兑换超市折扣券，还可

解锁社区服务中心的多项福利：免费参与棋

牌活动、观影会、健康讲座等项目。“这种‘志

愿服务攒积分’的创新消费模式，将居民公益

行为转化为可量化激励，既激发了群众参与

社区建设的热情，又为周边商户带来稳定客

源。”和平东社区党委书记李艳华说，截至目

前，社区志愿活动参与率提升超过 50%，合作

商家由最初的 4 家增加到 20 多家，月均营业

额增长 23%以上。

姚飞表示，今年以来，邯郸市进一步丰

富“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内涵，联合本地

优质旅行社创新推出“银龄一日游”惠民专

线。邯山区贺庄社区居民李东昌告诉记者，

他通过社区“点单式”旅游服务，已打卡十多

个景点。

“这些线路距离适中，景点安排紧凑，单

次价格在 50 元左右，老人消费得起，也愿意

消费。”贺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赵

建国说。

公益托管班作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解决家庭育儿难题、整合

社区资源、提升服务品质，成为当地便民生活

圈服务“一老一小”的生动实践。

走进复兴区邯钢路社区公益托管班，清

脆的读书声与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在这

个公共学习空间，孩子们不仅能完成课业预

习复习，还能参与科普实验、创意手工等特色

课程。“公益托管既保障学习质量，又开设兴

趣课堂，孩子主动要求来，我们家长特别安

心。”学生家长李静对家门口的托管服务赞不

绝口。

与此同时，邯郸市以“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为赋能扩容的抓手，通过引入连

锁化、品牌化餐饮企业进社区，配

套建设并优化升级 100家社区老

年食堂，提供堂食、配送入户、

线上订餐等多元化服务；构建

智慧服务体系，支持电商平

台整合社区实体资源，打造

“线上下单+即时配送”服务

网络，统筹推进各县（市、区）

数字化便民服务体系；创新

培育智慧零售、社区团购等

新型消费场景，全面提升居

民生活服务品质。

“未来，面对人口老龄

化、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

发展的时代趋势，我们将重

点推进 20 个试点社区的‘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深化服务

工作，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

包容设计与文化认同，有效

激发社区商业活力，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为城市经济发

展培育可持续的内需增长点，

让‘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衡量

城市幸福感的新标尺。”姚飞说。

防止国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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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补正火热，不少平

台或商家通过下调价格、

叠加优惠等方式，让消费

者拥有更丰富更实惠的选

择。但也有部分商家盯上

国补这块“唐僧肉”，存在

套取补贴等不当行为，损

害消费者权益，导致国补

在实际消费中打折扣，甚

至沦为“空补”。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

旧换新加力扩围，政策红

利持续释放。数据显示，

今年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比

上年全年加快 0.5 个百分

点。以手机为例，前两个

月 6000 元 以 下 手 机 市 场

销量约 3300 万台，销售额

约 860 亿元，周均销量、销

售额分别较补贴前一周增

长 19%、29%。

对 于 真 金 白 银 的 国

补，网上有消费者吐槽：实

惠并没有全部落实到消费

者手中，而是进了商家口

袋。“先涨价后掉价，比以

前 还 贵 ”“ 向 店 家 要 个 发

票，人家还理直气壮的，让

我掏税才给开”⋯⋯

部分商家的营销行为

有待规范。从中国消费者

协 会 对 2024 年 全 国 消 协

组 织 受 理 投 诉 情 况 分 析

看 ，集 中 表 现 为“ 三 大 痛

点 ”：商 家 涨 价“ 套 取 ”补

贴，质疑补贴被截留；使用

国补后不给保价，要求补

差价反遭商家拒绝；因商

家未按承诺发货，或强制取消订单，导致国补资格丧

失。凡此种种，导致终端消费者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

补贴，反而是平台和商家从中获利。

国补政策是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须“补”在实处，

“贴”在消费者心坎上。

严格监管执法。目前，各地分领域实施细则正陆

续印发，应抓好后续落地实施，提升市场监管效能，以

穿透式监管贯通“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在规

则方面，补贴政策细则应明明白白、简捷易懂易操作，

细化国补商品的价格计算规则，防止个别商家虚高定

价或通过涨价等方式套补。在监管方面，实施全方位

全过程动态监测，抓在日常、严在平时，尤其是商品补

贴前后的价格波动，发现异常涨价行为，及时出手，不

留死角；针对个别商家虚假交易、重复申领、一机多卖

等违规行为，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监测拦截。

形成合力共治。除相关部门外，平台和商家应建

立完善售后保障机制，明确国补价保政策，建立补贴名

额恢复机制。各方合力守护消费，重点治理消费者反

映强烈的市场顽疾，保障消费者放心消费、明白消费。

消费者也要冷静消费，通过官方渠道下单，不轻信所谓

“内部渠道”或“特殊优惠”，警惕画大饼式营销套路。

完善维权机制。畅通维权渠道，既要“零距离”，

也要“高效率”，能在线上调解就不在线下面商，让数

据多跑路、消费者少跑腿；促进调解、诉讼、执法有效

衔接，健全消费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制度效能提升

消费者维权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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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村 旅 游 开 启 花 式 精 彩
本报记者 张 雪

从江南水乡的油菜花海到雪域高原的桃

花秘境，从古建园林的梅韵雅集到梯田山野

的杜鹃烂漫，繁花是自然的馈赠，是春日的邀

约。不负春光、以花为媒，到乡村看云卷云

舒、赏田园山水，从一朵花的自然密码，到千

年花事的文明传承，“农文旅”在春日里交融

绽放。

花事胜景

花动一山春色，这个春天，到哪里感受繁

花似锦？日前，文化和旅游部精选推出 32 条

“花期乡遇”主题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串联起

大江南北花事胜景，为游客提供了一份“春日

限定”的乡村旅游指南。在四川广元“春约蜀

道赏花”，游客可以在旺苍盐井河大峡谷中观

赏百年高山杜鹃，感受第四纪冰川变迁的风

貌，还能品尝苍溪梨花酥、雪梨宴等特色美

食。在陕西汉中“汉家故里油菜花海”，游客

能赏百万亩油菜花如金波涌动，还能见朱鹮

在金黄花田间比翼齐飞。辽宁的“花乡四溢

畅游山海”线路以辽西走廊为轴，串联起山海

共生的千年传奇⋯⋯

心动不如行动，追随春天的脚步，开启踏

青赏花之旅。今年清明小长假，赏花游如期

成为文旅消费市场的一大热点。在同程旅行

平台上，踏青赏花相关主题词的搜索热度同

比上涨 46%，除了武汉东湖樱园、洛阳牡丹花

会等传统赏花目的地持续领跑热度榜，新疆

伊犁的杏花和西藏林芝的桃花也吸引了大量

中长线游客拼假前往，各地前往伊犁和林芝

的中转联程航班搜索热度同比上涨 98%。去

哪儿旅行网数据显示，清明假期正值牡丹赏

花期，以此闻名的洛阳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

前十；西藏林芝的桃花与雪山同框，成为高端

摄影游的代表；赏花经济还带动云南昆明、贵

州毕节、西藏林芝、江西婺源、江苏无锡等地

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三成。

随着气温升高，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石潭

村的油菜花已经进入盛花期，白墙黛瓦的徽

式民居点缀在漫山遍野的花海之间，共同绘

就了一幅春日秀丽山水画卷。来自北京的游

客王亚龙是摄影爱好者，他说，在这里暂别城

市喧嚣，感受花香和茶韵，是一场视觉享受，

更是一次治愈心灵之旅。繁花胜景为乡村铺

就了最美底色，让乡村旅游热闹起来。近年

来，通过农文旅融合，乡村资源被转化为特色

产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向好。据统计，

2024 年我国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近 9000

亿元，成为旅游业场景创新、业态融合最活跃

的领域之一。

以花为媒

簪花为饰、咏花言志，江畔寻花、秉烛赏

花，走进春日的乡村，就像打开了自然与人文

交织的斑斓长卷，以花为媒，将乡村独有的历

史文化、非遗技艺、多彩民俗融入赏花旅程，

农文旅交融的乡村旅游线路，为游客带来了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的丰富体验。

到歙县瞻淇村，白天赏花，夜晚观鱼灯，

“赏花+非遗”模式为这个小村落聚集了不少

人气。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王璐在今年春节

期间就留意到了瞻淇鱼灯的火爆出圈，借着

春游赏花，她特意在瞻淇村停留一晚，感受这

项传承 800 年的非遗民俗。夜幕降临，6 条鱼

灯从村里的祠堂涌向村巷，游弋、转圈、跃龙

门⋯⋯“摸摸鱼头，万事不愁；摸摸鱼背，平安

富贵；摸摸鱼尾，顺风顺水！”在鱼灯队队员们

的吆喝声中，现场游客享受着鱼灯巡游的祝

福。瞻淇村鱼灯队队长郑冬蛟介绍，赏花游

让瞻淇村在春节之后再次迎来客流高峰，原

本只在正月初二到正月十八才有的鱼灯表演

正在探索节假日常态化演出，游客到瞻淇村

不光能欣赏自然风光，还能感受非遗，体验手

作鱼灯，把古老的文化带回家。

各地乡村都在探索农文旅融合的最佳角

度。河北邯郸通过“梅香水墨致美东方”梅花

节将传统园林美学、磁州窑文化与梅文化深

度融合，邀请游客到此共赴春日好时光。游

客到湖北开启“体验非遗技艺 寻芳诗画阳

新”之旅，不仅可以欣赏茶花、油菜花、月季

花，还能体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阳新采

茶戏、阳新布贴的独特魅力。在云南，走进

“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石屏古城，游客可以在

赏花之余，听彝族海菜腔的苍劲歌声响彻云

霄，看烟盒舞明快的节拍踏地生风⋯⋯

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授陈楠表示，

近年来，游客的赏花需求已从单纯的拍照打

卡转向更深层次的文化体验和休闲放松。越

来越多的游客更加注重沉浸式、互动式新体

验 ，希 望 结 合 当 地 历

史、民俗、节庆活动来感

受独特氛围。

花样体验

“陌上花开”铺就乡村风景步道，“禅房花

木”打造特色乡村民宿，“玫瑰花田”化作舌尖

乡村美食，“妙手生花”开发多彩乡村文创。

现在的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皆有花

式精彩。

正是春日赏花高峰期，郑燚华在安徽省黄

山市黟县西递镇经营的民宿生意很好，他说，

“当下，乡村旅游成为热点。民宿作为一种新

型住宿方式，一方面可以满足游客休闲度假需

求，另一方面也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农

民收入水平”。乡村民宿早已不再单纯是游客

休憩落脚之所，而是变成了乡土文化重要的体

验地。郑燚华介绍，民宿由传统村宅改造而

来，游客在其中可以沉浸式感受徽戏、徽墨、鱼

灯等原汁原味的本地文化。民宿除了吸纳 25

名村民就业，还把当地优质的农副产品包装成

伴手礼向住店客人重点推介，自去年 12 月至

今，已销售当地土特产超 10万元。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里，不仅中老年人喜

爱返璞归真的田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将乡

村视为疗愈心灵的乐土，不止于走马观花、拍

照打卡，而是在更多元的业态中丰富体验、收

获情绪价值。黄山市徽物质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总经理谢一威从事旅游开发工作已经有 10

多年，他敏锐地观察到，很多江浙沪的年轻游

客喜欢周末到皖南乡村休闲，但是古镇、乡村

传统又千篇一律的商业业态很难满足他们的

需求。2023年，他和团队从上海回到家乡安徽，

在古老的西溪南村打造了一个具有现代气息的

文化空间，游客可以在此进行绘画创作、书籍阅

读，团队还把皖南极具特色的美景、美食、特色

文化转化成一件件可以带走的文创产品，这里

已然成为吸引年轻游客的消费新空间。谢一

威说，乡村旅游需要新业态赋能，用更贴切的

方式呈现乡村独有的魅力。

当前，游客的赏花需求已从单

纯的拍照打卡转向更深层次的文

化体验和休闲放松。各地以花为

媒，将乡村独有的历史文化、非遗

技艺、多彩民俗融入赏花旅程，农

文旅交融的乡村旅游线路，为游客

带来丰富体验。

左图左图 春意融融春意融融，，游人游人

来到油菜花田乐享春光来到油菜花田乐享春光。。

杨杨 敏敏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下图下图 浙江金华一食品浙江金华一食品

加 工 作 坊 工 作 人 员 采 用 艾加 工 作 坊 工 作 人 员 采 用 艾

草草、、紫薯紫薯、、红曲等原料制作红曲等原料制作

““花式花式””清明粿清明粿。。

杨梅清杨梅清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市民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商店内挑选心仪的文创产品市民在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商店内挑选心仪的文创产品。。

刘刘 昆昆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