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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进 被
冻结的消费需

求加速释放

连日来，部分省区市相继投放各类消费
券活跃消费市场。商务部数据显示，疫情发生

以来，全国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
累计发放消费券超过190亿元。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工商联主席梁静认为，数
字消费券对消费复苏起到加速推动作用，建议在下一
步发放中，精准“滴灌”，大小额并举，特别推出专属小
店的小面额消费券，确保小店也能享受到政策红利。

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消费才能“跑起来”。全国
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认
为，要推动老百姓收入增长、稳定收入预期，从而有效提
振消费信心，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培育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传统行业受冲击较
大情况下，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
“成长力”，社区生鲜、在线教育、远程问诊等新消费业

态发展势头良好。
“疫情期间，直播带货等模式十分火爆，不仅

有效提升了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也让厂商更好
地触达更多消费者。”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小川委员建议，应该充
分利用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变被动为

主动，寻求突破，化危为机。
经过此次疫情，健康消费

逆势上扬，成为重要的新消
费亮点。国家统计

局 数 据 显

示 ，
一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购买洗涤及卫生用品
支出增长27.2%，居民购买口罩
等医疗卫生器具支出增长4.2倍。

张近东认为，应进一步扩大健康消
费，同时将互联网诊疗、体育健身、健康家
居等新兴业态纳入“大健康”消费鼓励发展范
畴，激活健康消费的一池“春水”，推动健康消费
和健康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

破除“痛点”补齐短板

良好的消费环境是有效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
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在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副局长甘霖看来，让老百姓“买买买”更放心更舒心，
建立消费投诉公示制度、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十分必要。

“进入大数据时代，人们习惯花钱的时候先看看商家
的‘好差评’。政府建立消费投诉公示制度，就好比打造
一个政务版‘电商平台’，不同商家就是上面的‘网店’，平
台及时晒出各商家的投诉率，消费者用脚投票，良币驱逐
劣币，最终提振消费信心，解决烦心事，提升获得感。”她
说。

采访中，多名代表委员建议，要加快形成城乡一
体消费新格局。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打通城
乡双向供需通道，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
向流通，更好释放乡村消费潜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烟台市市长陈飞说，目
前看，餐饮、购物等消费恢复较快，旅游业等
受到的冲击仍然较大。下一步，要紧盯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薄弱环节和短板领域，
加大有效政策供给，既要研究普惠性
政策，又要出台小切口、精准性
政策，促进消费加快恢复。

“烟火气”
如何

旺起来？
代表委员把脉提振消费

据新华社电 2020年，
突如其来的疫情“黑天鹅”
对消费造成巨大冲击。今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
国内需潜力大，要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
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
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
进。

“后疫情时代”，如何
提振消费，更好地释放蛰
伏的潜能？

数字经济
未来“重头戏”有几多？
据新华社电 “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

济新优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安排部署，引发了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和广
泛共鸣。“云上中国”前景几何？记者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表示，中国拥有发展
数字经济的独特优势，当前大幕刚启，“重头戏”还在后头。

在参加今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董明珠在网上“玩”起了直播带货，推销便携果汁杯等家电产品。其中一场，3小时卖
了3.1亿元。对于这样的“成绩”，她表示，希望带动的不仅仅是一件件货物，更是整条
产业链和数万名经销商的信心。在这次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跟她一样深有感触。

“经过这场疫情，我们感受到电商的重要作用，农产品销售额大增。看到报
告，我们更坚定信心调整思路，计划再发展1500家淘宝店铺，让老百姓在网上‘淘
金’。”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说。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红则高度关注标准建设问题。“我们
应加快成为数字经济标准研制‘领跑者’，走出一条标准化赋能数字经济发展
的新路子。”她说。

数字经济，未来可期。代表委员普遍认为，“互联网+消费端”只拉开了互
联网和实体经济融合的一个序幕，真正的“重头戏”在产品怎么能生产

出来。这是一台更大的“戏”，是互联网和产业融合的“主战场”。
“这幕戏现在刚刚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说。

新华社电“推动制造业升级”“发展工
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

制造业的种种部署，都透出满满的“技术含量”。两会期间，如何
运用新技术从危机中找到发展新机遇，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用新技术敲开新机遇之门
——代表热议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看来，创新力给了企业“临
危不惧”的底气。“格力电器一季度损失了300多亿元销售额，但不用惊慌，发展中会有波
动。”她介绍，格力拥有4000余项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我们的生产线已经用上了很多自主
研发的智能装备，未来还将拓展自动化、机器人领域。我们有信心应对疫情的冲击。”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工艺技术部新品试制装配工段长许燕妮，是
当下很多技术型产业工人的缩影：去年底，企业引入智能化的国六标准发动机生产线，身为工
种技能大师的她也随企业一同转型，负责发动机新品的装配验证，为智能化流水线批量生产的
产品打造标准。

许燕妮认为，随着智能制造的普及，技术人才已成刚需。必须让更多产业工人的装配技
能水平跟得上装备进度，企业应重视培养更多一专多能的工人。

在谈到企业技术创新痛点时，全国人大代表、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传卫表示，目前企业的创新成本较高。“项目的研发需要几年时间，研发成功后又要融资建
生产线、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再加上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等，利润极度
压缩，企业较难维持持续创新的能力……”他建议，通过资金补贴、风险投入、政策扶持等手
段，鼓励装备制造创新，激发出装备制造业源源不断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