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趋势日益向好，经济
也随之快速回暖，消费券成了刺激消费的有
效手段之一。与以往商家常用的传统电子优
惠券不同，今年更多的地方政府部门、电商
平台加入到了发放消费券的队伍，针对性更
强、拉动消费的效果也更明显。

消费券 一波接一波
距离一年当中两个重要促销节点之一

的“618”越来越近，不久前电商平台宣布，
相关的促销和发券提前启动。 据“天猫”数
据显示，今年“618”期间，平台将和地方政
府以及品牌方一起， 发放今年以来最大规
模的现金消费券和补贴，预计金额超过 100
亿元。

而在此之前，消费券在天津乃至全国就
已经掀起了一股消费热。 早在 4月份，京东
到家就联合了永旺、7Fresh等众多天津本地
的线下商家和品牌， 发放了 600 万元消费
券，发放消费券期间相关品牌在天津的销售
额同比去年增长均超过 100%。

随后，针对“五一”假期，天津多个区也
通过支付宝发放了消费券，河西区、武清区
等首批消费券均为 500万元，而津南区首批
达到了 1000万元。 这些消费券也直接促进
了市民在“五一”假期的消费，各区消费券
拉动比都在 10倍以上。

据了解， 上一波消费券刚刚结束不久，
“618”消费券的出现基本做到了无缝连接。
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618”期间

的现金消费券将分批发放。消费者除了能享
受到折扣价、跨店满减等优惠以外，可以把
消费券当现金用，付款时直接在优惠价格基
础上减免相应额度。

促消费 建议常态化
相比传统商家发送的电子优惠券，今年

疫情后为拉动经济出现的“消费券”，参与
方更多，已经脱离了单纯的商业促销，发展
为政府部门、电商平台、品牌商家全部联动
刺激消费。 根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全国已
有 28个省份的 170多个地市发放了 190多
亿元消费券， 各地政府发行的数字消费券，
具有“见效快”“杠杆高”“易监测”等明显
优势。 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美团等为地方
政府发放消费券使用较多的平台，这些人们
日常使用的消费工具和场景，也让人们使用
消费券时更加便利，充分发挥消费券的刺激
消费效果。

对于疫情后消费券取得的良好效果，此
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数字消费
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建》研究报告中
也曾提出，数字消费券可作为常态化政策选
项，应当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以确
保消费券发放效果的最大化。 对于消费券的
设计，业内人士分析，面额较小的消费券对
“必需型”消费拉动效应显著，面额提高后
可拉动“享受型”消费，合理的消费券门槛
设置可以大幅提升消费券使用效率。

来源：《今晚报》

消费券不断档 助力市场回暖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市场监管

部门切实加强对头盔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积极做好市
场巡查和舆情监测，提醒告诫生产商、经销商等经营者
守法经营，诚信经营，加强价格自律。同时，要求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会同当地公安机关， 从严从快查处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囤积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行
为，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公安机关追查。

公安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以来， 头盔市场需求显著增加， 价格出现暴
涨。 出现了线下断货，线上疯涨，限购、卖家拖延发货
等情况。仔细分析，“一盔难求”有市场因素，是短时
间需求挤兑造成的供求关系暂时失衡。 随着产能的
增加与销售订单的消化， 价格会由市场之手调节到
合理水平。 对此不必太过担心。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
“一盔难求”的背后的炒作魅影。 这些“炒家”无视
法规、哄抬物价，恶意炒作、捆绑买卖，甚至粗制滥
造，以次充好……严重违反法律、法规，侵犯了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价格法》第七条规定：“经营者定价，应当遵循

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十四条规定的经营
者不得有 8种不正当价格行为，包括“捏造、散布涨价
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牟取暴利”。 可见，对于囤积居奇，价格炒
作的行为，法律之剑早已准备完毕，关键在于落实。

要治头盔价格“上天”，就须监管“落地”。安全头
盔的生产、销售企业，要守法经营、诚信经营，自觉维
护公平的市场秩序，不做侵害群众利益的事，不要利
欲熏心，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潭。 相关政府部门要强化
监管，科学考量政策与市场的衔接关系，做好相关预
案，尽量避免政策引发的价格大幅度波动，依法严厉
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的囤积居奇、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
为，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法律的制衡作用，督促厂
家、商家生产销售安全可靠的头盔，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让“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落在实处。

来源：中国消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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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课师生筑起食品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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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保障复课师生的就餐安全，湖北省武汉市市
场监管局采取指派市场监管专人点对点负责，通过开展
多轮巡查指导“回头看”，为武汉市首批复课的近 6万
师生筑起食品安全“防火墙”。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武汉市高中毕业年级(含中

职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毕业年级)第一批共有 121所学校
复课，返校学生总人数约 5.78万。 以武汉市武昌区、洪
山区为例， 武昌区现有 12所学校共 4434名学生复学，
其中 6所学校采取第三方配送就餐，其余均为本校食堂
供餐。 而洪山区第一批开学复课学校有 9所，其中 2所
学校为集中配送供餐，其余均为学校食堂供餐。
近日，武汉市武昌区市场监管局和该区教育局相关

负责人来到文华中学检查。 此前，该局监管人员已对学
校后勤负责人和食堂工作人员培训并多次督导检查，在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确保学生就餐安全。

武昌区市场监管局粮道街市场监管所
所长袁承敏严格按照要求消毒后，走进后厨
逐一检查。 墙上悬挂一排本子：10本供应商
资质存放本，记录着采购的食品原料出处;15
本食堂管理记录本， 则清晰记录着检测体
温、清洗烟道、潲水去向等事项。
就餐时，文华中学 63名高三学生，每人

间隔 1.5米，鞋底消毒后进入食堂。师傅们已
将分装好的午餐饭盒放在桌上，原本一张桌
子坐 6人，现在一人一桌，每张桌上写着学
生名字，大家同向而坐。

武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郭斌向记者
介绍说：“辖区内所有学校，全部检查落实到

点，特别是针对学校自供食堂，多次进行全面清洗消毒
并严格落实日常管理。每所学校还安排 2名监管人员点
对点负责。 ”
为了保障复学学生食品安全， 武汉市各区市场监管

局已举办了多场次食品安全培训，将食品风险点、食品
安全关键控制点向学校食品安全负责人进行了讲解、指
导，并开展多轮次“回头看”检查，确保无遗漏、无死角。
与此同时，武汉市市场监管局、武汉市教育局、武汉

市卫健委联合印发了《武汉市 2020学校开学疫情防控
与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实施方案》和《学校集体用餐配送
盒饭食品安全指导意见》，指导和督促各区市场监管部
门，教育局压实属地监督和管理的责任，创新监督和管
理方式，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在特殊时期，学校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制定

个性化的供餐保障方式。 ”武汉市市场监管局餐饮

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学校必须严格落实校长食
品安全责任关、人员管理关、食材采购关、烹饪加工
关，落实食品安全校长负责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及
时发现问题， 整改问题， 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为学校师生安全用餐筑起一道“防火墙”。 不仅
如此，在监管模式上，针对各学校已严格实行封闭化
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大力推广远程监管， 鼓励借助
“明厨亮灶 +互联网”， 对学校的后厨、 配餐间、就
餐间等多个“场景”，远程直播，以便能及时发现食
品安全问题和风险隐患。

来源：中国消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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