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河北省商务厅获悉，截至 2016年底，河北省实现
了县域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农村电子商务双
向流通渠道全覆盖、农村电子商务应用普及全覆盖。

截至2016年底，河北省共建设省级农村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1个、县级公共服务中心164个、村级服务站点47754
个，形成了贯通省、县、村的公共运营通道。

图为2月5日，顾客在南宫市南旧城电子商务服务站选购
日用品。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河北省农村电子商务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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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鸣晓旦，燕舞阳春。春节假期，你品尝到了

哪些新滋味？你的指尖、舌尖、足尖和心尖，是否跟

上了最潮的新趋势？

众筹年货——“指尖动动”跨入移动互联新时代
今年年货节，手机淘宝推出了一条类似“清明

上河图”的年货大街，消费者手指一滑，就能轻松逛

遍近百家店铺，像过去逛庙会一样买年货。

年货年年买，花样时时新。今年不少消费者选

择众筹年货，这一包含预购和投资元素的众筹模

式，以其“创意、小众”特点吸引了众多年轻人。

在上海一家设计室工作的周乔今年为爸妈众

筹了一款别具特色的台灯。“网购的台灯大众化，这

款台灯造兼具护眼功能和个性造型，更有格调，而

且价格还不贵。”周乔说。

其实，指尖的变化，正是源于中国网民尤其是

手机网民庞大数量的支撑。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截至 2016年 12月，中国网民规

模达 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其中，手机

网民规模达 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 10%。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主任赵萍指出，

众筹买年货是利用科技手段增强和满足用户的个

性化需求。

年夜饭新吃法——“舌尖尝尝”品供给侧改革味道
创意、节俭、绿色……成为年夜饭的特色标签。

为了提倡节俭用餐，四川成都大蓉和城北店特

地推出了“剩菜新吃”服务。“店里梳理出十余道菜

品，并教客人将打包的剩菜重新加工，得到更多人

的响应。”大堂经理罗春苗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反而吃得更“土”

更“绿”。在年夜饭食材采购中，生鲜食品、新鲜水

果和蔬菜增幅尤其显著。今年阿里巴巴年货节统

计的全网最畅销十类土特产中，腌渍食品只占一

席，水果却有三种。

“年夜饭年年新，但消费者追求品质、绿色、健

康、个性的特点愈加明显。”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

费研究所副主任陈丽芬说，餐饮企业的创新本质上

还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

的用餐需求。

团圆旅行——“足尖跑跑”催生健康旅游新亮点
从河南南阳到陕西西安旅游的李磊就告诉记

者，这已经是他连续第四年带家人春节出游了。“带

着全家人外出过年，既不影响团圆，还能感受别样

的春节氛围，也是提升老人幸福感的极好方式。”

事实和数字都在印证，“团圆旅游”正在成为春

节中越来越多人的选择——《2017春节旅游趋势报

告与人气排行榜》预测，春节出游中以家庭为单位

超 60%。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春节前 3天，

家 庭 邮 轮 出 游 增 长 迅 速 ，跟 团 出 游 人 数 约 增 长

10.7%。

此外，乡村游、民俗游也成为鸡年春节旅游的

主题词。青山绿水、田间野味、民俗表演……游客

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努力寻找慢的记忆和自然的

气息，唤醒逐渐淡化的“年味”。

蚂蚁短租平台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三亚、厦

门、哈尔滨的短租民宿预订量进入全国前五，其中

三亚的订单占比更是超过房源总数最多的北京

20%，位居第一。

出境游依旧“井喷”。有预测显示，2017年春节

我国出境旅游人数或将超过 600 万人次，中国春节

已成全球旅游的黄金周。

“远足”催生出多种多样的出行方式，除传统的

飞机、火车、自驾游，拼车出行也成为春节期间国人

出行的新亮点。

百姓舞台炫——“心尖暖暖”迎文化高品味
看电影、赏话剧、观民俗、逛庙会……丰富的文

化活动成为春节一切热闹喧嚣之后，对人们心灵最

好的滋养。

越来越多传统文化的“味道”回归庙会，其功能

内涵得到延展。在四川，无论是武侯祠博物馆举办

的成都大庙会，还是杜甫草堂举行的成都诗圣文化

节，抑或是金沙遗址博物馆举行的“金沙太阳节”，

都实现了民俗与艺术的完美交融。

赵萍说，文化服务类消费的发展将越来越成为

春节消费的主力军。相关的行业应该思考如何在

春节期间为百姓推出更具品质化和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

“艺藏 于 民 ”。 1 月 22 日 起 ，2017“ 我 爱 北

京 ——市民新春联欢会”在国家大剧院开场，从

“迎新春专场”到“青少年专场”，从“京津冀专场”

到“音乐厅专场”，为百姓提供了步入高雅艺术殿

堂的舞台。

无论是传统的民俗庙会，还是现代的电影演

出，以及民间文艺活动，在温暖人们心尖的同时，

也在不断提升着国人的文化品位，焕发出更强的

生命力。 （据新华社）

春节假期，你品味到了哪些“新滋味”
第二看台

图个明白

2月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6辆纯电动仿古观光“铛铛车”
在玉泉区上线运营，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争相体验。“铛铛车”
途经大盛魁文创园、大召寺、塞上老街等玉泉区著名旅游景区和
特色商业街区，让乘客坐在车上就能领略青城独特的文化历史。

图为游客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乘坐“铛铛车”。
新华社发（丁根厚摄）

乘纯电动仿古“铛铛车”游青城

在2016年雾霾治理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辽
宁省 2017年将继续强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辽宁省环
保厅相关负责人透露，2017年，空气优良天数占比有望继续
提升，PM2.5年均浓度预期下降9.1%。

近日，沈阳市一批新能源公交车上线运营。图为沈阳
117路公交车司机邵忠介绍安装在车内的防雾霾天窗。

新华社发（龙雷摄）

辽宁2017年PM2.5浓度预期下降

2月 3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地企业
纷纷复工，力争新春开门红。图为开工当日，江苏连云港一家
装卸设备制造企业的工人在安装流体装卸臂。

新华社发（耿玉和摄）

佳节过后开工忙力争新春开门红

本报记者 许 茜

除夕夜，在春晚的伴奏下，多少人低头盯着手

机，指尖为一个个红包而忙碌。几年的“红包雨”洗

礼，让这一互联网产物演变为“春节新民俗”。而这

场全民狂欢的背后，则有着两大巨头的推波助澜，阿

里和腾讯暗战在一开一点间——较劲、寸土不让。

4 年前，微信支付成功“偷袭”支付宝，红包之战

一触即发；期间微博、QQ、百度等也加入战局，让战

况更加焦灼。一到春节，红包战硝烟弥漫。各方屡

出奇招，拼流量、拼奇趣、拼烧钱，只为你轻轻点开的

那一瞬。

观战多年的“吃瓜群众”，期待今年能砸出更多

的真金白银。然而，临近年关，主力双方却宣布退

局，让大家薅羊毛的情绪一泻千里。“红包大战”就

这么结束了？红包的下一站会在何方？

两大支付平台的交锋，被舆论称为“阿 Q 大

战”。然而，就像商量好似的，双方在春节前先后发

出“退战书”。

先说腾讯。其微信事业群总裁张小龙于去年年

底表示，微信红包的历史使命已完成，今年不再有红

包的营销活动，“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和家人相处”。

“微信红包的使命确实已经完成。”互联网分析

师张孝荣认为，微信红包原本是推广微信支付，让

更多人通过红包方式完成支付闭环。这一目的经

过几年的努力已经达到。同时，微信是一个工具，

本来就不该有太多节日性的运营活动。

微信红包的“历史使命”之说也得到了易观金融

分析师王蓬博的认可。在他看来，微信支付依托微信

社交流量，使红包成为用户习惯，已没有再战的必要。

“阿Q大战”结束了？

今年春节，少了“摇一摇”和“咻一咻”的补贴狂

潮，微信和支付宝没有继续争抢春晚的互动环节，

但用户却依旧买账。记者从支付宝方面获悉，截至

大年三十晚 10 点许，约 1.68 亿人集齐五福，分得 2

亿元现金红包。据腾讯公开资料显示，除夕全天微

信红包收发量共计 142亿个，较猴年增长 75.7%。

虽然数字依旧亮眼，刷新了除夕红包收发的新

纪录，但整体收发红包总量增速呈现明显下降趋

势。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7年中国网民春节红包

收发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以微信红包为例，增速从

2016 年的 641.28%猛跌至 75.70%。该报告认为，在

春节红包市场，双方已出现用户挖掘的瓶颈，未来

扩展新用户将不再是推广重点。

而这一结论也从侧面表明，扩张用户规模、抢

夺支付入口不再是两方争夺的焦点。过去的三年，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所开展的一系列补贴活动，已经

完成了对移动支付的布局。

易观数据显示，在 2016 年第三季度，国内第三

方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上升到 90419 亿元，支付

宝 市 场 份 额 为 50.42%，而 财 付 通 的 份 额 上 升 到

38.12%。二者占据了近乎垄断的市场份额。

2016 年美团网创始人兼 CEO 王兴提出了“下

半场”的概念。意思是，上半场靠用户红利时代已

经结束，下半场的特点是要精耕细作、深挖用户价

值。而如今的红包，不再是招揽新用户绑卡的“鱼

饵”，而走到了下半场的“拐点”。

“移动支付的普及程度来看，已经过了靠红包

培养用户的阶段。”王蓬博指出，移动支付更多的要

看对场景的覆盖和渠道的占有。

“绑卡只是一个开端。”艾瑞咨询分析师李超在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要进一步促使用户使用移动支

付平台，充足的支付场景必不可少。而微信支付中

目前为用户认可的支付场景只有滴滴和京东等少

数选择。

支付入口之争缓缓拉下大幕，支付场景成了

“下半场”红包大战获胜的关键。

红包迎来“下半场”

当大家以为微信红包“低调”过年时，腾讯又

玩出了新花样。据腾讯互联网金融官方公号消

息，除夕当天，财付通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推出了

“黄金红包”，用户在“腾讯微黄金”持有的黄金份

额可互相转让。

这枚黄金红包的背后，是近日刚上线的腾讯微

黄金，一款在线黄金交易产品。

据了解，目前，黄金红包还在内测阶段，除了腾

讯员工外，还有部分行业人士也在内测的名单内。

腾讯为何将触角伸至国内黄金市场？一位业

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腾讯在支付领域坐稳之

后，正着手把一部分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用户挑选出

来，从现有的数量庞大的支付用户中吸引一部分到

深度互联网金融服务中去。

其实，早于腾讯，蚂蚁金服已经通过与博时基

金合作推出了“存金宝”，京东金融也在其理财频道

有“京东黄金”业务。

从支付走向金融服务，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呢？

场景→支付→账户体系→大金融、大数据（平

台级服务）——2016 年底，东吴证券一份行业研报

梳理出这样一条商业脉络。

按照报告的逻辑，大量的市场交易场景为支付

提供了可能，第三方支付不仅实现资金转移等通道

业务，同时完成资金结算、归集等功能，从而能为客

户建立个性化和便捷的账户体系。

研报指出，有实力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结合场

景，基于账户体系，对传统交易逻辑进行再塑造，从

而对客户形成较强的粘度。在此基础上，支付平台

为客户提供贷款、理财、营销和大数据等服务；全金

融服务体系形成，就会构造出不同领域的平台级的

互联网金融。全面的金融服务，这是第三方支付的

未来发展方向。

红包，已从服务入口、场景，转向更广阔的金融

服务。它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明年又会放点

什么呢？

（图片来源于网络）

重塑交易方式

场景与入口，在微车CEO徐磊眼中，好比“1”和
“0”的关系。“支付的价值最终在于用户使用，尤其
是深度使用。”徐磊撰文表示，有多少人在玩微信红
包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未来会有多少用户
将微信作为现金支付和刷卡消费的替换方案呢？

徐磊认为，腾讯不断去拓展支付场景，比如餐
饮（大众点评）、外卖（饿了么）、医院（挂号网），同时
战略入股京东，其背后的投资逻辑正是基于此。

社交上压了阿里一头的腾讯，场景成了心病。
有人打了一个比方，微信红包就像高速公路上跑的
车，看着来来往往挺热闹，但是最终车都停留在了
别人家市场、商场的门前。

与腾讯的策略不同，阿里则在补足入口。目
前，阿里已经投资了很多个入口级的公司，包括高
德地图、微博、UC浏览器、虾米音乐、魅族手机等。

除了线上布局，线下也不能放松。于是，微信

推出了小程序，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小龙已经明
确提出：小程序最大的入口就是线下场景化的运
用。业内人士指出，小程序推出后，把线下所有的
场景化运用都囊括了进来，有望建立一套完整的线
下场景化运用的解决方案。

今年支付宝首推的 AR 实景红包，也是瞅准了
线下场景覆盖。可将AR红包设置在店门口或商标
Logo上，找红包时AR实景一扫，实现线上入口向线
下场景导流，可口可乐、宝洁、优衣库等已成为首批
合作品牌。

据蚂蚁金服方面透露，未来支付宝会将 AR 实
景红包定制化的能力，开放给所有品牌商家，商家
可以根据自己品牌特性定制自己的 AR品牌主题、
内容和互动方式。

一个 AR 红包，承载着阿里巴巴线下场景的大
盘算。

入口是“0”场景是“1”

延伸阅读

虽然微信红包“退赛”，但腾讯依旧派出了 QQ

继续玩红包，推出“LBS+AR”天降红包、“刷一刷”

及“扫一扫”。QQ 接棒出战，王蓬博认为，此举意

在“增强一部分年轻用户使用粘性”。

同样盯上了 AR，比腾讯更早，支付宝则率先推

出了 AR 实景红包，用户在发、抢红包时，需要满足

地理位置和 AR 实景扫描两个条件。支付宝 AR 红

包项目负责人零龙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今年没有

红包大战，支付宝对于红包没有任何拉动业务的指

标。同时，今年集福卡、领红包的活动仍在延续。

由于引入“LBS+AR”技术，今年的“抢红包”多

了几分乐趣。“相比去年，AR 实景红包增加了趣味

性和互动性，摆脱了以往投入巨大、事倍功半的印

象。”王蓬博说。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即通产品部总经理

冼业成也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今年希望通过 AR

技术给春节红包增加一些年味，同时 QQ 有大量的

年轻用户，AR迎和了他们的喜好。

红包不再红包不再““下雨下雨””
低调背后藏着大生意低调背后藏着大生意

（数据来源：企鹅智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