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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千
年前，吴越王钱镠在写给夫人书信
时，可能没有想到春日踏青赏花的浪
漫传统习俗会催生出一个独特的经
济现象——“春日经济”。又是一年
赏花季，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尽享美好
春光，各地文旅也铆足劲头“以花为
媒”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春日
经济”持续升温，为消费市场注入新
活力，释放出经济回升向好的强劲信
号。

上海静安在花田花林间融入了
非遗市集、文化沙龙、民俗表演、华服

换装及妆造摄影等元素；贵州兴义世
界地质公园核心区以油菜花田为背
景，推出花田路跑、骑行田园等文旅
项目；武汉市抓住春季赏樱出游时
机，组织开展好吃、好逛、好玩、好购
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一场樱花
消费盛宴……

从“春日限定”的美味享受，到
“独此一家”的购物乐趣；从浪漫诗意
的赏花之旅，到充满创意的国风体验；
从活力四射的户外活动，到精彩纷呈
的文化展览，各地都在积极探索“赏
花+”模式，将赏花与餐饮、住宿、旅
游、农业、体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
带动当地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些
成功实践表明，要将“春日颜值”转化
为“经济价值”，仅靠花海打卡拍照远
远不够，关键在于立足自身特色、深挖
本地资源，做好“赏花+”文章，为游客
提供独特而难忘的休闲体验。

当下，不少地区的“春日经济”仍
停留在赏花看景的层面，业态不足、
场景单一，甚至配套设施不完善、服
务水平有待提高。要促进“春日经
济”蓬勃发展，需从服务提升、产业延
伸、场景创新等方面协同发力。服务
升级，让游客“来了不想走”。交通、
餐饮、住宿、如厕、停车等相关配套设
施及服务水平，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
和当地口碑。要改造提升景区配套
设施、创新公共服务方式，用贴心高
效的服务让游客宾至如归。如贵阳
市贵安新区樱花季，不但专门开设 4
条樱花公交专线，还为旅行社团、公
交车、观光车提供上下车接驳服务。
产业延伸，让“一朵花”开出“一条产
业链”。“春日经济”涵盖衣食住行，应
探索将传统的赏花观光扩展到特色
农产品、特色餐饮、主题住宿、文创产
品等多个领域。如我市松阳县以茶

为媒，培育了集观光、体验、科普、休
闲、养生为一体的茶文化旅游新业
态。场景创新，在沉浸式体验中将

“情绪价值”拉满。因地制宜打造特
色花海、精心设计旅游项目，将赏花
与传统民俗、文化艺术、潮玩时尚、体
育赛事等相结合，打造更多诸如“赏
花+市集”“赏花+村跑”“赏花+非遗”
等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新玩法。同
时，要注重走差异化和特色化道路，
增强城市辨识度。

当前，大众更加追求文旅消费所
提供的沉浸式深度体验、个性化情绪
价值和高品质美学享受。“春日经济”
建立在春天要“出门走走”的情感需求
和“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美学基础之
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我们
既要抢抓“春日经济”的流量红利，又
要深挖四季资源，拓展全季节消费场
景，推动本地经济“繁花”常开常艳。

将“春日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王秋蕊

从卷纸尺寸缩水到洗衣液浓度降
低，再到家电产品的型号差异……“电
商专供”商品的质量“缩水”问题，正逐
渐发展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长
期以来，部分消费品的货源线上线下
难统一，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市场秩序，
与消费升级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所谓的“低价”实际名不副实。
线上渠道具备运营成本低、快速便捷
等特点，结合电商平台不定期开展的
各类促销活动，使得电商专供产品具
备更高性价比。然而部分商家为了在
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开始在产品规
格、用料、工艺等方面做文章。诸如卷
纸“瘦身”、羽绒服充绒“虚胖”、洗衣液

兑水等事件屡见不鲜，当企业将“电商
专供”异化为质量分级的手段，所谓的
消费选择权已沦为伪命题——消费
者以为自己是在“低价”与“正价”间
选择，实则是在“完整版”与“阉割版”
中被迫妥协。

长远来看，有些“电商专供”变
“电商专坑”，损害品牌信誉和消费者
信任。电商平台打造的“比价系统”
虽然短期内能够提升销量，却也在逐
渐侵蚀电商产业诚信的根基。商家
不再比拼产品质量，转而竞争如何用
更低的显性价格参数吸引点击量。
当消费者经过一番对比，误认为用

“全网最低价”买到了品牌商品，拿到
快递却发现存在“缺斤少两”“货不对

板”“质量不一”等问题，他们不仅会
对单一品牌产生质疑，更会动摇对电
商渠道的整体信任，这种信任流失将
行业拖入“低价陷阱”与“质量危机”
的双重困局。

支持销售渠道多样化，但商品质
量标准必须统一。建立数字时代的
质量治理体系，可以从几方面着力：
首先推行“全渠道强制披露”制度。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销售，同品类商
品应该遵循相同的质量标准。对于
确实存在差异的“专供”商品，要求企
业明确标注线上线下商品的关键差
异参数；其次，建立动态质量数据库，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产品溯源信息
透明化；最后建立消费者反馈机制，

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回应
消费者诉求和关切，通过消费者评
价、投诉等反馈机制，对商品质量进
行监控和评估。唯有将监管颗粒度
细化到电商交易的每个环节，才能真
正实现“线上线下同质同权”。

当“电商专供”从渠道策略异化
为质量歧视时，损害的不仅是消费者
权益，还有数字经济的未来根基。监
管的利剑需要斩断“灰色操作”的空
间，企业的天平应当向质量价值倾
斜，而消费者的选择将重塑市场规
则。唯有让“专供”回归服务创新的
本质，而非成为降质牟利的遮羞布，
电商经济才能真正承载起“消费升
级”的时代使命。

“电商专供”不能变“电商专坑”
姚一欣

日前，我市出台《2025
年丽水市加力扩围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实施方案》，加力扩围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
品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激
发着消费新活力，释放经济
新动力。

制作 郑佳仑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
展，智能设备如机器狗等逐渐走
进校园，成为教育领域的“新
宠”。这一现象，既是教育内容

“接地气”的表现，更为学校的科
创教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智能设备进校园，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趋势。在当今这个科技
日新月异的时代，教育必须与时
俱进，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机
器狗等智能设备集成了人工智
能、机械电子、传感器技术等多种
前沿科技，将其引入校园，有助于
让学生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激发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和好奇
心。这种直观、生动的学习方式，
远比传统的书本教学更能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也更容易在他们心
中播下科技创新的种子。

智能设备进校园，为科创教
学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传
统的科创教学往往局限于理论
知识的教学和简单的实验操作，
难以满足学生对科技创新的探
索欲望。而智能设备的引入，打
破了这一局限。以机器狗为例，
它不仅可以作为教学工具，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机械结构、编程
原理等知识，还可以作为实践平
台，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编程、
调试和操作，从而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智能设备进校园，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综合
素质。在智能设备的操作和实
践中，学生往往需要分组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这种团队合作
的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沟
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还
可以让他们学会倾听他人意见、
尊重他人想法，提高他们的人际
交往能力。同时，智能设备的应
用还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
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综
合运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从而
促进他们的综合素质提升。

当下，智能设备引进校园，
为学校的科创教学带来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我们应充分发挥
智能设备的优势，创新教学模式
和方法，提高科创教学的质量和
水平。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应对
挑战，比如，如何确保智能设备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对学生
造成伤害；如何平衡智能设备与
传统教学手段的关系，避免过度
依赖智能设备而忽视基础知识
的掌握等问题，确保其在教育教
学中发挥积极作用。未来，相信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智能设备将
成为推动学校科创教育发展的
重要力量，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人才作
出积极贡献。

AI进校园带来智慧教育活力
余庆

商家以“餐位费”之名吃消费
者的“霸王餐”，这样的现象在餐
饮行业较为常见，许多消费者对
此也是习以为常，而“餐位费”往
往钱并不多，比如多为 1 元到几
元不等，不少消费者对此也并不
想计较，而选择默默接受。正因
消费者的“容忍”，也进一步给了
一些商家收取“餐位费”的底气。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
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
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或者服务
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
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
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购买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
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
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
强制交易行为。商家强制收取

“餐位费”，并不进行收费提示，是
一种霸王条款，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与消费选择权。

而餐饮商家巧立名目强制
收费的乱象并不鲜见，不只是餐
位费，还有餐具费、最低消费、包
间费等，类似这样的一些“霸王
条款”成了一些行业的潜规则，
成了消费者一不留意就会掉入
的消费陷阱。

不只线下餐厅会有各种隐
性消费“刺客”，线上外卖平台点
餐，也可能会遭遇“包装刺客”。
这样的隐性消费、强制消费成了

一些行业的“通病”，成了无良商
家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惯用伎俩。

湖南华容县一家餐饮店因
为收取消费者餐位费被处以 2
万多元的处罚，给所有餐饮商家
都敲响了警钟，具有借鉴意义。
商家吃消费者“霸王餐”也要付
出代价。需要各地相关部门积
极行动起来，对餐饮商家巧立名
目强制收费乱象要零容忍，要加
大打击力度，加强对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乱收费行为的查处与惩
治，增加无良商家的违法违规成
本，倒逼商家善待消费者，对类
似乱象还要进行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

现在餐饮行业竞争日益激
烈，商家强制消费，终究会有损
自身长远利益，商家也要算好

“长远账”，别为了一时利益自
砸招牌。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
意识，要对“餐位费”等“霸王条
款”勇于说不，无良商家才不敢
肆无忌惮。这就还要降低消费
者的维权成本，畅通消费者维
权渠道，增强消费者与商家的
博弈能力。

别让“餐位费”成了餐饮业
“隐性刺客”，别让商家再利用
“餐位费”等幌子吃消费者的“霸
王餐”。对各种强制消费要有

“强制约束”。各方应对各种强
制消费顽疾形成“整顿合力”，维
护消费市场正常秩序，更好保护
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别让“餐位费”
成餐饮业“隐性刺客”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