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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了 30
项具体措施，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
的突出矛盾问题。3 月 17 日下午，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提振
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会上展现了多个引人关注的视
点。例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付凌晖表示，下一步，随着多渠道促
进居民增收，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
费条件，继续加力扩围推进消费品
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物
价逐步改善。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李春临则表示，解决加班文化盛
行等痛点，落实带薪年休假、鼓励弹
性错峰休假。

要实现“能消费、敢消费、愿消
费”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提升城乡居
民 消 费 能 力 ，进 一 步 优 化 消 费 环
境。促进居民增收、消解加班乱象
……是关键所在。

促进居民增收，提高消费支付

能力，是提振消费的前提和根本。
在强调“量入为出”的社会文化环境
中，钱袋子越鼓，消费越活跃。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居民增收，
202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四
提“增加居民收入”，振奋人心。

如何增收？《方案》给出了清晰
的路径：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
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多措并举促
进农民增收、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
题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有助
于消除增收“瓶颈”，从多层面增加
居民的收入。当前，稳股市、稳楼市
的要求，分外重要，因其可以最大程
度呵护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增强消
费信心和底气。

两组数据清楚地显示出增收和
增加消费的内在逻辑关系——2024
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314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5.3%，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1%；2024 年
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87895 亿
元，比上年增长 3.5%。2025 年前两
月，消费、投资增长均达 4%。显然，
消费增长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而是在“增收”语境中获得强劲动力
的结果。

可以预见，随着居民收入的进
一步增加，消费增长势头还会更强
劲。

不过，“增收”并不是一劳永逸
之事。国家统计局在发布相关数据
后提醒，“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
愿仍显不足，消费需求有待进一步
提振”，这就表明，在增收之后，依然
需要围绕“提振消费”继续发力。

《方案》所提出的服务消费提
质、消费品质提升、消费环境改善、
完善支持政策，成为提升居民消费
能力和意愿的关键所在。换言之，

消除阻碍消费的因素，让群众敢消
费、能消费、安心消费，才能不断激
发消费潜力。

现实中，“强制加班”广受诟病，
一大原因是，这种加班文化损害了
员工的权益，影响了员工“放牧”身
心、助力文旅消费的积极性。连休
假时间都不能保证，谈何为休闲经
济作贡献？近来，多家知名企业剑
指“强制加班”，助推“不加班”机制，
受到网友欢迎。这一新气象，呼应
了群众希望消除屏障、优化消费环
境、拓展消费领域，为提振消费建立
起制度化、法治化保障体系的深沉
意愿。基于此，无论是遏制食品安
全事件，还是打击消费欺诈……都
是题中应有之义。

提振消费，说到底是为了让人
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让居民消费
能力和获得感更强，让消费保障更
有力，让消费环境更友好，是必须完
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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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阻碍消费的因素，让群众敢消费、能消费、安心消费，
才能不断激发消费潜力

促进居民增收，是提振消费的核心命题
快快评

近日，曝光黄焖鸡米饭问题
的记者，在直播中揭露了回收剩
菜再上桌现象：前一晚的退单第
二天会正常售卖。因此，他建议

“上午11点前不要点外卖”。
上午 11 点前不点外卖，12

点再点就能避开退单外卖吗？
显然不能。理论上，退单在任何
时间都存在，只是前一夜的退单
会有更高的食品安全风险。为
了规避这种风险，将剩菜盲盒留
给别人开，把问题留给别人就算
解决问题了吗？

此前，社交平台上经常会有
来自各地的外卖员透露点外卖
秘诀。看过此系列视频的人，就
能更懂如何点好一份外卖吗？
无论是利用“后点”优于“先点”
的时间差，还是找内行人了解的
信息差，都无法遮掩过期食品未
能按规定报废的实际问题。

当然，一些提醒充满了善
意，也指向更大的命题——消费
者本无需充当解题人，剩菜盲盒
的问题当交给相关部门和餐饮
经营管理者合力解决。食材报
废率影响企业经营利润，对于尚
未变质的退单食物，可以采取优
惠、捐赠、当员工餐等多种方式
处理，对于已过期的食物该报废
则报废，否则，给谁吃都是违法
违规的。只有将外卖制作、存
放、报废全流程管理抓紧抓实，
才能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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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前不要点外卖”
终不是办法

近日，《武林外传》因一场怀旧
直播冲上热搜，再次唤醒了无数观
众的青春记忆。这部开播近20年的
古装情景喜剧，没有流量明星加持，
没有宏大叙事，却凭借一爿客栈、几
副碗筷、一群“江湖边缘人”，在时光
长河中沉淀为一代人的“电子榨菜”
和情感慰藉。

《武林外传》诞生于武侠文化盛
行的年代，却选择了一条“反武侠”
的路。剧中的“盗圣”怕官差，女侠

砸了客栈要打工还债，衡山派掌门
是个逃学的孩子，传说中的江湖高
手们为鸡毛蒜皮争吵不休……它撕
碎了传统武侠剧的浪漫滤镜，将“江
湖”意象拉回地面：所谓侠义，不过
是市井小人物在琐碎日常中的彼此
扶持；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面对
困境时的坚守与担当。这种对理想
主义的消解，恰恰让观众看到了更
真实的生存图景——江湖不在远
方，而在我们日日面对的柴米油盐

之中。
剧中没有非黑即白的道德审

判，只有对人性复杂性的包容：佟湘
玉一边念叨“额错咧，额真滴错咧”，
一边为李大嘴的疯病倾家荡产；老
邢满口官腔，却在执行公务时偷偷
给客栈报信。这种“不完美却温暖”
的底色，恰恰击中了现代人内心的
孤独——在原子化社会里，我们太
需要这样一个能容纳脆弱、允许犯
错的精神故乡。

《武林外传》的持续走红，本质
上是一场集体怀旧与精神寻根。当
现代人困于内卷与焦虑时，那个吵
吵闹闹却永远灯火通明的同福客
栈，成了对抗虚无的精神锚点。它
告诉我们：生活或许没有想象中的
江湖热血，但只要身边有同甘共苦
的伙伴，有坚守底线的勇气，有笑对
困境的豁达，平凡日子也能活成传
奇。

安徽 王志顺

《武林外传》何以“翻红”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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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巩固拓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巩固深化
党纪学习教育成果，锲而不舍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
常态化长效化，经党中央同意，在全
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以下简称“学习教育”）。
学习教育于 2025 年全国两会后启
动、7月底前基本结束。

《通知》明确，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组
织全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系统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取得的显著成效，集中整
治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
精神的突出问题，运用由风及腐案
例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锤
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保
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不断赢得人
民群众信任拥护，为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

力保障。
《通知》强调，坚持聚焦主题、简

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一体
推进学查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学习研讨要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总结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的成效和经验，提高认识、增
强信心，坚定不移抓好落实。查摆
问题要通过对标对表查摆，充分运
用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监督、
财会监督、督促检查、调查研究、信
访反映等途径，全面深入查找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方
面存在的问题。集中整治要坚持有

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
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立查
立改、即知即改。开门教育要注重
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各级领导
干部要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
线，组织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基层治理、完成
急难险重任务中担当作为、服务群
众，让群众可感可及。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
要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学习教育
负总责，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紧密结
合中心工作，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分
类指导，做好宣传引导，坚决反对形
式主义。

中办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新华社北京3月 17日电 国家
统计局 17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前 2 个月，工业服务业较快增
长，消费投资继续改善，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新质生产力成长壮大，
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发展态势向新
向好。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增
势较好。1至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比上年
全年加快0.1 个百分点。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5.6%。

市场销售增长加快，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回升。1至2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83731 亿元，同比增
长4.0%，比上年全年加快0.5个百分
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52619亿元，同比增长4.1%，比上年
全年加快0.9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
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8.4%。

货物进出口基本平稳，贸易结
构继续优化。1 至 2 月份，货物进
出口总额 65364 亿元，同比下降

1.2%。其中，出口 38812 亿元，增
长 3.4% ；进 口 26551 亿 元 ，下 降
7.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下降。1至2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2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比
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1 至 2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
比 下 降 0.1% ，其 中 1 月 份 上 涨
0.5%，2月份下降0.7%。

“总的来看，1至2月份，随着各

项宏观政策继续发力显效，国民经
济延续向新向好态势，发展质量稳
步提高。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持续回
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司长付凌晖说，下阶段，要实施更加
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全方位扩大
国内需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着
力增强动力、激发活力、改善预期，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今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起步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