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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杂志社近日发布 2022
年十大流行语，“烟火气”榜上有名。“烟
火气”来源于古汉语，其本义指“烧煮食
物的气味”，时下流行的“烟火气”则指生
机盎然、充满活力的生活气息。

“烟火气”成为流行语，与我们经历
的疫情相关。2020年至2022年，国内疫
情延宕反复，不少景区封闭，人们外出旅
游次数减少；不少小区封控，居民外出
锻炼、购物减少；一些城市发生疫情时禁
止堂食，百姓饭馆聚餐、街头撸串减少。
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服务业面临
较多困难，消费者的需求受到了压抑，一
段时间内，人间烟火气不再那么浓了。

今年春节临近，随着全国因时因势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消费需求得到快速
释放与反弹，城市的大街小巷，人流车流
又是川流不息；沿河步道市民跑步健身，
公园空地上大妈再次跳起广场舞；餐馆
门口，顾客排队等位；电影院里，观众一
边吃着爆米花，一边看着国产大片……
城市街头、集市、公园和商圈又热闹了起
来，人声鼎沸。大家不禁感叹：熟悉的烟
火气又回来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越来越
浓的烟火气，彰显的是经济的快速复苏，
反映的是城市发展活力，折射的是普通百姓的多彩生活。
正是越来越浓的烟火气，让城市和乡村的年味一天天变浓
了：花卉市场各种鲜花争奇斗艳，买花的看花的人头攒动；
机场车站忙碌起来，游子归家的步伐加快；超市里的中国
结、大红灯笼高高挂，春联、窗花成热销商品；乡下的年集热
闹异常，摊贩将各种美食摆在木板上吸引顾客；辛劳一年的
老人们，站在村头的大树下等待外出打工的子女归巢……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无论身处何地，
过年，始终能够将我们与故乡紧密地联系起来，浓浓的年
味，是我们挥之不去的记忆。年味是什么，一百个人有一百
个答案，无论是祭祀祖先、洒扫庭院，还是阖家团圆、共赏春
晚，无论是穿上新装、燃放鞭炮，还是相互拜年、推杯换盏，
都充满浓浓的烟火味，都洋溢着幸福的味道。

烟火气看似寻常，却也来之不易。2022年高考天津卷
作文题这样阐释：“烟火气是家人团坐，灯火可亲；烟火气是
国泰民丰，岁月安好；烟火气是温情，是祥和，需要珍惜和守
护，也需要奉献和担当。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风景。”经历
了漫长的煎熬，重新升腾起的烟火气，确实需要倍加珍惜。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仍是吃劲的时候，要让各
项防控工作更科学、更精准、更有温度、更富成效，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要按照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把燃起来的
烟火气燃得旺旺的，把今年春节的年味营造得浓浓的，让城
市乡村在新年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正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买过春联买窗花。莫说当今
年味淡，烟火散入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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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货市场越来越红火，
线上线下，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
氛。在我们的记忆中，年货是属于瓜果
糖茶的记忆，超市、菜市场留下了采办
年货的足迹。随着经济的飞迅发展，年
货慢慢“进化”至数字藏品、坚果礼
盒、预制菜等新潮产品，满足各类人群
的需求。年货经济背后，反映的是实实
在在的消费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消
费占 GDP 的比重，促进 GDP 的高质量
发展。

年货经济是中国特有的经济模式，
喧闹的背后，则是热腾腾的真实生活，
采办年货是春节的必备环节，每个中国
人都会参与其中。在很多人的儿时记忆
里，办好年货过大年，乃是春节必不可
少的仪式，以前每当进入腊月后，全家

就要出动采办年货，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等跑个遍，按照清单购买瓜果糖
茶奶酒、肉鱼牛羊菜蔬、烟花爆竹、新
衣新帽等，虽然耗时耗力，却也有不少
乐趣。

随着商品日渐丰富，民众收入逐渐
提高，家庭消费水平随之上升，年货经
济也发生了嬗变，采办年货的品类和方
式均有巨大变化。如今，年货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食品服装，而是拓宽至更广泛
的领域，诸如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家
庭陪伴型机器人等新潮智能产品，成为
年货市场的新宠。伴随大众的娱乐休
闲、健康意识的提升，VR 游戏机、筋
膜枪、颈椎按摩仪等“网红”产品，年
底销量也有明显增长。

年轻人是引领社会消费的主流群

体，随着90后、00后成长起来，其偏爱
二次元、新奇特、小众化、个性化、多
元化的消费模式，也不可避免地“破
圈”，逐渐影响大众消费模式，并促进年
货经济发生变化。比如，现在年轻人普
遍喜爱的国潮风、盲盒、艺术文创、剧
本杀、零卡食品、预制菜、数字藏品
等，均在年货经济里大放光彩，不仅丰
富了新式年货的品类，也刺激了商家的
创新精神。

而且，以往采办年货需要逛遍全
城，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上班族有时
候还要请假，耽误不少工作。如今，很
多年货都可以在线上采办，消费者足不
出户，打开手机登录各种电商App，即
可浏览、采买全国乃至全球的年货，各
地的名优土特产、新潮的电子产品、最

新款的服装等，可以一网打尽。而且，
有了便利快捷的快递服务，再也不用提
着大包小包满街跑了，下单后在家等待
送货上门即可，还能直送到老家，给父
母一个惊喜。

春节期间的消费是一种集中式释
放 ， 在 全 年 消 费 额 度 里 所 占 比 例 很
大，而年货经济则是春节消费的重头
戏，很多行业企业都受益于年货经济，
部分商家的很大一块利润，都是来自于
年货经济。而且，年货经济的交易量主
要在岁末年初，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每
年都有新亮点、新趋势，孕育巨大消费
新动能，对相关行业企业产生促进作
用，会引导厂商聚焦新消费，努力实现
更多的创新，从而推动产业和消费双向
升级。

年货经济是热腾腾的生活
□ 江德斌

话题聚集春节

伴随着越来越多人从“阳人”变成
了“阳康”，再加上前期疫情防控政策的
调整，以及元旦假期的刺激作用，被长
期压制的旅游热情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
的释放。据媒体报道，海南三亚等城市
已经是人满为患，即便不是拥有热带气
候的海南，国内许多地方的景区景点也
迎来了众多的游客，旅游业的春天，似
乎正在提前到来。

这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不
但意味着国内旅游业开始进入快速回
暖，同时也为其他各行各业开了一个好
头。而在景区、酒店人潮涌动的背后，
则是经济的复苏，是人间烟火气的回

归，更是一种人人期盼的正常生活的回
归。然而最近发生在洛阳老君山景区的
游客拥堵、滞留现象，却给我们提了一
个醒：旅游业快速回暖，更要全力避免

“旅游挤兑”。
从网传视频可以看到，大量游客拥

堵在老君山景区上山的路上动弹不得，
很多游客更是喊出了“退票”的口号。
尽管按照景区的说法，当天因为山顶下
雪导致路滑，40 多分钟后情况得到缓
解，但是事后想想，这其实是一件足以
让人感到后怕的事情。一则在崎岖陡峭
又加上结冰的山路上，一旦发生游客踩
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二则如此多的

游客滞留在山上动弹不得，万一遇到有
游客突发疾病等情况，则是游客下不
去，救援人员上不了，后果同样严重。

当公众长久被压制的旅游热情在短
时间内集中爆发，就很容易发生“旅游
挤兑”的问题。好在这种“旅游挤兑”
并非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国内的
景区景点来说，一方面要对“后疫情时
代”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打好旅游接待
工作的提前量，不能等到大量游客到了
自己景区门口了，才发现超过了自己的
接待能力。国家有关方面前几年就在大
力倡导门票预约制，同时要求景区测算
和发布最大承载量，避免超量接待的现

象。那么如果景区景点能够全面用好这
两项政策，是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旅游
挤兑”现象的。

另一方面，在整个疫情期间，旅游
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面临巨大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旅游业的回暖，
很多景区景点的经营管理者，难免会在
一种“补偿”心理下，希望能够接待更
多的游客，赚取更多的利润，从而有意
无意地放松了对旅游安全、游客体验度
等方面的要求。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没有旅游安全，一切都是空谈，而只有
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旅游才能可持续
发展。

从游客的角度来说，外出旅游当然
没有什么问题，但不管是从安全的角
度，还是以经济成本来考量，显然还是
要尽量避开时下的热门景区或热门旅游
目的地，并且倡导错峰出游。疫情总会
过去，风景一直都在，晚几天去看风
景，又有何妨？

旅游业快速回暖要避免“旅游挤兑”
□ 苑广阔

近年来，围绕欠薪和讨薪的话题，几乎一刻也没有消停
过，一边是包工头或企业主的恶意欠薪，拒不支付工资，一
边是农民工为了讨要用辛勤汗水换来的那点辛苦钱而不得
不一次次与包工头或企业主较量。一些农民工为了能成功
讨薪，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的讨薪怪招，这些讨薪怪招无不
深深地刺痛着公众的心，也一再暴露出农民工讨薪的艰辛与
无奈。

按说，农民工一年辛辛苦苦干到头，那点微薄的工资是
应该及时获得的，而且这也是劳动合同法赋予劳动者最基本
的权利。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一些包工头或企业主却往

往以种种方式和借口，能拖则拖，能欠则欠，能逃则逃，有
的甚至还以暴力相待。恶意欠薪成了家常便饭，农民工讨薪
成了年年上演的连续剧，似乎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农民工讨薪难缘何年年上演呢？笔者以为，关键还在于
相关部门对逃薪者的惩戒力度不够。其实，农民工之所以要
讨薪，就是因为包工头或企业主的恶意欠薪、逃薪所致。虽
然相关部门也年年加大力度，切实帮助民工讨薪，但由于只
有讨薪而没有对逃薪采取动真格的惩戒，致使逃薪者今年勉
强付了工资，但明年、后年依然“按兵不动”，依然欠薪、
逃薪，农民工的讨薪之路依旧艰难。于是乎，农民工的讨薪

怪招依旧连年迭出。
因此，笔者认为，破解讨薪难要先严惩逃薪者。一方

面，要出台严厉的处罚机制。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处
罚机制，通过财务、行政、法律等一系列手段，精准打击欠
薪者、逃薪者，让他们不能“逃”、不敢“逃”。另一方面，
要把欠薪者、逃薪者纳入个人不良信用记录，不妨在乘坐飞
机、高铁、出境等诸多方面被“全面限制”，使其“一时失
信，处处受限”，从而倒逼其不敢欠薪、逃薪。

早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对拒不支付劳动报
酬，数额较大的，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可给予
入刑处罚，这无疑是根治欠薪的一剂猛药，这不仅是对欠薪
者、逃薪者的一种严惩和震慑，而且也是对其他人的一种警
示和威慑。

眼下，又到农民工讨薪的高峰期，笔者衷心希望相关部
门不妨通过法律手段严惩欠薪、逃薪行为，让欠薪者不能

“逃”、不敢“逃”、“逃”不掉，从而为农民工撑起一把“护
薪伞”，切实帮助农民工解“薪”愁。如此，农民工讨薪难
才能得到有效破解。

破解讨薪难要先严惩逃薪者
□ 叶金福

新闻背景：近段时间，动画片《中国奇谭》火
了，这部动画短片集由 8个独立故事组成。所谓

“奇谭”，指的是故事均为“志怪”，而加上“中
国”，则框定了作品的国风气质。骨架脱胎于传统
故事和民间传说，血肉由制作精良的动画技术填
充，再融入与现代社会和年轻人同频共振的情感内
核，或荒诞幽默，或凄婉动人，或引人深思。从目
前已经更新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奇谭》的
用心。

人民日报：讲述传说的志怪故事，却让人心
有戚戚。很多人童年幻想自己是无所不能的齐天
大圣，而 《小妖怪的夏天》 就戳穿了你可能是个
连大王都没见过的浪浪山打工人的现实。面对难
完成的工作、不如意的生活，熬到面容枯槁、眼
中无光，只有妈妈嘱咐你要多喝水、关心你怎么
变秃了……看似说的是妖怪世界，道出的都是人
间冷暖。正如总导演陈廖宇所说，神话可以是古代
的，也可以是今天和未来的。发古人之未发，言今
人之未言，深入生活、扎根现实，才能让观众与作
品产生情感共振。

《中国奇谭》
讲年轻人爱看的“志怪”

多 棱 镜

画 中 话

保障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好2023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组织公费师范生专场招
聘活动，通过优先利用空编接收等办法，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有
岗，全部落实任教学校，严禁“有编不补”。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新闻背景：头戴奥运五色盔，身穿五彩祥云
甲，一双兔耳朝天竖，憨态可掬万人迷……辞旧迎
新之际，北京冬奥期间红遍全球的冰墩墩华丽变装
重回大众视野。原来，为了更好传承双奥文化，迎
接癸卯兔年到来，中国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反复沟
通，终于促成了奥林匹克历史知识产权在中国的

“再利用”。“兔墩墩”也不负期待，一经亮相就展
现“顶流体质”，吸引大批粉丝到店选购合影

北京日报：“文化+”为消费打开了更大想象
空间，当然，“文化+”也不是一套就灵。一方
面，这种创造注定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
要深耕一方文化土壤，为创意实践汲取营养；另一
方面，这种创造不是元素堆砌、僵硬嫁接，而要融
通“次元壁”，将文化内涵与时代审美相结合，达
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相统一。就拿冰墩墩来说，
形象源于“中国国宝”“外交明星”大熊猫，设计
中融入了小红心、冰丝带等冬奥元素，并在赛时与
运动员、志愿者深度互动，一套完整运营让其成了
大IP。二创的“兔墩墩”，踩中了冬奥周年、农历
兔年的节点，融入了兔爷、京剧等京味元素，既延
续了吉祥物的生命，也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事实
证明，拉动文化消费关键要走心，参透文化内涵并
赋予其更加现代化、年轻化的展示形式，才能吸引
消费者的目光。

顶流兔墩墩
折射“文化+”消费更多可能

【多方合力阻断未成年人吸烟的可能】

“一次性气雾剂”“奶茶杯”“可乐罐”……近期有媒
体调查发现，不少“三无”电子烟产品悄然出现在市场
上，甚至面向青少年销售。电子烟是一种卷烟替代产品，
吸电子烟可能造成急性肺损伤、哮喘等多种疾病。近年
来，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法律法规，规范电子烟市场。在强
监管态势下，不少“三无”电子烟仍在各种渠道暗中流
通。整治“三无”电子烟，构建让未成年人远离烟草的良

好环境，社会各方需共同努力。只有在电子烟供需
两端同时发力，才有可能从源头上阻断未成年人吸
烟的各种可能。

（本报综合新华网、人民网）

【防范寒潮确保蔬菜稳产保供】

这段时间，强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
为减少此次寒潮可能给蔬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农业
农村部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寒潮防范应对确保蔬菜稳产
保供的通知》，部署蔬菜防灾减损稳产保供工作。防范寒
潮影响，关键要未雨绸缪，主动避灾，提前做好农资和
防寒增温物资储备，将影响降至最低。防灾成效，重点
在于提高防寒举措的科学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
定和实施好针对性措施，为各类作物筑牢“温暖屏障”。
切实增强蔬菜保供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全链条信息
监测，分类落细落实科学防灾减灾措施，才能确保土地

“产得出”，市场“供得稳”，群众“买得便”。

◀▶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