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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 梅

新的一年来了，随着优化疫情防控措施落地，各地复工复产率快速提高，

居民出行，线下消费等逐步增多。目前正值“两节”消费旺季，居民消费热情正

在回归。餐桌摆出来、商贸流通快起来、订单多起来、信心强起来……一个个

忙碌的身影，一个个生动的场景，传递出盎然生机。

消消消费费费“““回暖回暖回暖”””
“““烟火烟火烟火气气气”””更浓更旺更浓更旺更浓更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新年来

临，记者走访省城西宁市各地，越来越多

人开始恢复正常生活状态，餐饮门店陆续

恢复堂食，城市的烟火气透露着这个城市

的温暖，也映射出百姓消费的活跃度。

西宁市海湖新区唐道 637 聚集不少

美食餐饮店，平日里是年轻人休闲聚会

的好去处。自去年 12月底，这里各家商

铺的客流也在逐步恢复。

“2022 年前前后后停业 4 次，现在

重新开业经营，虽然也有各种的压力，

但 是 希 望 也 是 满 满 。”2022 年 12 月 26
日，在位于城西区唐道 637 的海底捞火

锅店内，记者看到店内几乎坐满了吃火

锅的食客，火锅店负责人郭金宁正忙着

招呼客人：“今天中午的时候就已经预

订出十几桌了。临近过节，订餐的也多

起来了，接下来就会更忙了。”

郭金宁告诉记者：“这几天晚饭点

堂食有时候能达到疫情前的就餐水平，

这也拉动了整个门店的营业额。其他

时间段的客流量也在回升，周末还会有

30%左右的增幅，总体持续回暖。”

服务人员兰兰说，目前还是以年轻

客人为主，相信过一段时间各类客人会

越来越多，包括家庭聚餐也会多起来，

“需要一个过程，现在能做的就是珍惜

每一位顾客，用心服务好每一桌客人。”

受疫情影响，我省餐饮业发展可谓

一波三折。而其中一些具备强大生命

力、善于学习和思考的餐饮企业，抓住

了自我变革的“窗口期”勇于面对危机，

迎来发展转机。

“疫情多次反复，不断磨炼着餐饮

人的信心和耐心。不过，办法总比困难

多。只要坚持下去，就能活下去。”这是

青 海 名 厨 委 员 会 成 员 、餐 饮 人 王 友 对

2022年餐饮行业发展的感言。

“疫情带来短期消费力疲软，但不改

变长期趋势。”据青海省商务厅市场运行

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体来看，疫情对餐

饮行业的影响正在减小。据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1-11 月，全省限额以上餐饮业

实现销售额 3.8亿元，呈现一定的恢复态

势。虽然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但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对全省第三产业和

全省 GDP 贡献保持总体稳定。在 2022
年上半年，我省在疫情的影响下，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行业对社会的贡献仍旧

保持相对稳定并有小幅提升，占三产和

GDP 的比重分别达到 13.18%和 6.77%，

其中，占全省GDP的比重高于近三年平

均水平（6.57%）。

与此同时，随着“新十条”政策的实

施，不少餐饮企业按下“重启键”，恢复

经营主动求变，向线上“进军”。部分餐

饮企业、特色餐饮名店、新消费餐饮，录

制抖音短视频，介绍推出的居家套餐，

不仅有优惠的团购价，而且免费配送，

受到不少市民青睐，经营情况均因为线

上平台的推广有所好转。

“新的一年，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挑

战，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餐饮行

业将加快向好恢复。”青海省商务厅市

场运行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餐饮业是恢

复和扩大消费重要领域，“通过复合式

经营、数字化运营等，我省餐饮行业逐

步创新消费场景，提速新型消费，持续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疫情给餐饮行业带来的影响是多

面的，包括消费意愿、消费方式和消费

喜 好 等 。 线 上 线 下 相 互 融 合 、相 互 影

响，线下的体验影响线上的选择，线上

消费满足程度也会影响到店消费。”郭

金宁也表示，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

的方式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

消费需求，丰富大众消费选择，提供更

安全、舒适的消费体验。

餐饮“烟火气”温暖了城市

2023 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各路商

家开始摩拳擦掌，各类形式丰富的促销

活动也不断烘托着节日氛围。以有效精

准的疫情防控为前提,叠加利好消费政

策不断出台，商贸消费需求加速释放。

“去年 12 月，我通过云闪付线上‘青

亲 U 惠’活动和商家店内线下扫码均抢

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政府‘真金白银’

给了老百姓红利。”不久前，听说政府举

办的家电家居促销活动还在持续开展

中，参与线上抢消费券活动的西宁市民

王先生表示意犹未尽，静待着今年 1 月

第二波消费券发放。

过 去 的 一 年 ，受 多 轮 疫 情 冲 击 影

响，我省餐饮企业客流量减少，受原材

料、租金、人工成本等因素影响，经营面

临着诸多挑战和压力，省、市各级高度

重视餐饮行业发展。2022 以来，从中央

到省、市，已出台多项促消费稳增长和

支持餐饮企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措施，先

后举办“青海老字号嘉年华”“助企惠民

嗨购青海”等系列促销活动，积极为企

业纾困解难。

记者也了解到，2022 年我省各地都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稳住经济和助企纾

困工作，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提振消

费信心、拉动消费增长，2022 年 8 月—

12 月，黄南藏族自治州投入 600 万元举

办了在省内来说促销活动力度最大的

“神韵黄南·惠民暖企”活动，发放消费

券近 21 万张，参与活动企业达 99 家（门

店 109 个），带动当地餐饮、商超、家电等

消费近 3000 万元，为经济实现恢复性增

长起到积极作用。

2022 年 12 月 23 日，果洛藏族自治

州组织重点商贸流通企业，正式启动果

洛州“迎新春 庆元旦”惠民暖企年货促

消费活动。活动为期 40 天，期间将发放

14700 张政府消费券，2000 张电子消费

券，当地 270 余家商户聚焦零售、餐饮、

住宿、通信等领域线上线下融合开展丰

富 多 彩 的 促 销 活 动 ，提 振 企 业 发 展 信

心、群众消费信心……

然而，消费信心回归和动能恢复不

能单靠市场调节，还需要促消费政策持

续跟进。促消费政策不仅要“输血”还

要实现“造血”。

2022 年，青海省商务厅采取“政府

促消费＋市场化促销”紧密结合方式，

通过政企合作，成功打造“青亲 U 惠”省

级消费促进活动品牌，“政府会引导、企

业愿参与、百姓广期盼”的消费促进方

式，已成为省内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形

式之一，“全省联动、效应叠加”的政府

促消费资金的乘数效应，在稳经济增长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据

显示：1-11 月，我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760.38亿元。

以政府信誉为企业促销活动增信

背 书 ，既 解 决 企 业 单 独 促 销 信 誉 度 不

高、效果不佳的问题，又解决财政资金

投 入 有 限 的 问 题 ，达 到 了 捆 绑 叠 加 撬

动、“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开启了促消

费的新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

数据显示：2022 年，我省在政府层

面投入促消费资金近 6000 万元，建设银

行、工商银行、云闪付、青海移动、青海

电信、青海联通等合作企业投入资金超

2 亿元，吸引金岛汽贸、王府井百货、塞

奇西饼、交电大楼等一批汽车、零售、餐

饮和家电零售企业踊跃参加，开展 20 余

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

超过 100 万张，参与活动消费者 300 余

万人次，直接享受补贴超 100 万人次，惠

及全省 5000 余家企业及门店，带动消费

15 亿元,有效助力困难行业和困难企业

恢复发展，全力稳住消费品市场运行。

与此同时，省商务厅从“企业视角”

出发，想企业之所想，从“企业诉求”出

发，急企业之所急，推进各项助企纾困

政策在商贸领域落地见效。

“这一次多亏了省商务厅的从中协

调，帮助我们企业顺利申请到 3000 万贷

款，渡过发展困境。”西宁市一家亲生鲜

超市负责人贾建全告诉记者，2022 年得

益于商务厅积极组织召开“政银企对接

会”，协调解决他与其他 6家企业的融资

难题，获得银行贷款 1.22 亿元，解决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

此外，省商务部门前往中国石油青
海分公司、索菲特大酒店、康南丰田 4S
店、蓝海御华大饭店等数十家限额以上批
零住餐企业，开展“一对一联点，点对点服
务”工作，做到“人员直达、政策直达”，联
点帮扶助企纾困，有效提振企业经营信
心；并积极与财政、税务等部门沟通衔接，
将60余家汽车销售企业和部分商贸流通
企业纳入“鼓励类”产业范围，有效降低企
业税费负担；为 1100 户中小微企业及个
体商户减免房屋租金 7600 余万元，并下
调部分经营困难商户房屋租金。引导美
团、饿了么等电商平台企业，下调平台入
驻餐饮商务服务费用556万元。

联动助企加速消费需求释放

记者感言：

自2022年12月，随着城市出行
人流量逐渐回升，西宁市各大商圈、
街头巷尾人气逐渐旺盛。新年到
来，餐饮、文旅、娱乐等行业逐渐萌
发往日的生机，带动消费跑出“加速
度”，点燃城市“烟火气”。眼前的一
切正在重归我们熟悉的模样。

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为了这烟火气的回归，我省各
地相关部门付出了巨大努力，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积极
研究细化落实促消费政策举措，重
点聚焦纾解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

当前面临的租金、资金周转等压力，
促进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市场主
体也积极谋自救、奋力求发展，成为
稳经济、促消费的直接行动者，更为
这久违的“烟火气”提供了底气。

春节趋近，当前正是各行各业
发力的好时机，各相关主体更应大
展拳脚，积极创新工作方式，并在做
好复工复产工作的同时，注意个人
防护，夯实疫情防控的“安全屏障”。

寒冬逐渐远去，暖春正在来
临。我们相信，在各项提振消费信
心的措施指引下，经济必将进一步
复苏，市场活力必将进一步释放，迎
来消费的春天。

本报记者 谭梅 通讯员 韩兴旺 循组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2023 年新年第二天，位于海东市循化撒拉族

自治县查汗都斯乡大庄村的“黄河彩篮”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草莓大棚

里一片生机盎然，茂密的草莓枝叶下簇拥着颗颗鲜红的草莓，鲜嫩欲

滴，异常诱人。年轻父母带着小朋友慕名而来，穿行在草莓垄畦中，品

尝第一波成熟的草莓，体验采摘的快乐。

“又香又软！感觉这里的草莓和市场上的口味不一样，和朋友来这

里摘草莓、吃草莓，有趣又健康。”专程来采摘草莓的老顾客韩有录笑呵

呵地说，吃一口草莓，汁水沁透心田，是视觉和味觉的双重盛宴。

“趁着节假日天气晴朗，专门带孩子过来体验采摘乐趣，这里果蔬

品种多，价格稳当，还特别新鲜，小朋友在这里玩得也特别开心。”游客

王婷女士说，不想让家人窝在家里看手机，想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大概 1 月中旬，大棚里的草莓就成熟了。今年是我们经营的第 5
年了，生意也越来越好，新年第一天就迎来了开门红……”据种植户陈

烦华介绍，她家拥有 20 个草莓大棚，主要种植“奶油草莓”“巧克力草

莓”等优质草莓品种。得知元旦就可以采摘，不少周边县市的老顾客纷

纷找到陈烦华，预定草莓采摘的时间，一天的客流量达到 200 人次，草

莓供不应求。

近两年，乡村短途游、休闲农业越来越受大众的喜爱。查汗都斯乡

大庄村党支部紧抓机遇，积极推进现代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

发展，不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集观赏、采摘、休闲为一体的田

园综合体，让乡村“采摘游”带动市民下乡，也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

加农民收入拓宽了渠道。

素有“食香村”之称的循化县清水乡石巷村内香气阵阵，来来往往

的食客络绎不绝。对比当前寒意正浓的时节，热闹非凡的农家院一扫

往日经营的“清冷”，让经营业主们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好久没见过这么多来吃饭的客人了，元旦三天的包间都已经定完

咯，吃饭的客人多数都是来自西宁市、乐都区和平安区等地，这几天咱

们清水湾的农家院可是‘一座难求’哩，给今年的生意开了个好头。”木

大门农家院主人、石巷村党员致富带头人韩进强一边为客人准备饭菜

一边高兴地说。

与大庄村一样，清水乡以“食香村”为枢纽，扩宽发展渠道，大力发

展以农家乐为龙头的“清水湾经济”，石巷村沿线 10 家农家院生意愈加

红火。与此同时，清水乡积极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不同类型的庭院

经济，把小庭院做成菜园子、果园子等，以多种经营方式融合发展，形成

了特色产业发展平台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假期既是人们盼望已久的休闲时刻，也是各大商家“放大招”、促进

消费的时候。在循化县各大商超内，“打折、满减、买赠、积分换购”等一

系列线上线下促销方式全面上阵，成功激起了消费者的购物欲。

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确保“元旦、春节”期间群众生活物资需

求，促进循化县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循化县工信局联合县城内大型超

市开展消费满减活动，各商超以此次“满额立减”活动为契机，配套开展

各类形式的促消费活动。

据了解，循化县以此次促消费活动当作促进经济复苏、提振消费的

重要抓手，做好疫情防控常态条件下市场供应和消费促进工作，确保

“两节”市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消费需求。

乡村游“遇见”新年节

游客在草莓大棚里体验采摘快乐。 韩兴旺 摄

元旦小长假，商
场餐厅出现门口排队
等位现象。

火锅店火锅店堂食达到疫堂食达到疫
情前就餐水平情前就餐水平。。

消费回暖，线
上订单持续增长，
美团骑手送单忙。

西宁各大车企推出以旧换新、打折促销等活动，迎
来年节消费季。 本文配图均由本报记者 谭梅 摄

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的一家青海特色餐饮名店内，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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