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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春节消费之后需要新的发力点

网红烹食鲨鱼被重罚一点儿也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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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好消息
不断。国家电影局 1 月 28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据初步统计，2023年
春节档（除夕至正月初六，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电影票房为 67.58 亿元，同比增
长 11.89% ；观 影 人 次 为 1.29 亿 ，同 比 增 长
13.16%。

67.58亿元！这个数字位列我国影史春节档
票房第二，超过2022年春节档总票房。优化调整
疫情防控措施后的第一个春节，电影票房就创下
如此成绩，彰显了我国文化市场的消费潜力，极大
提振了各行业经济复苏的信心，也为2023年中国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益参考。

事实上，小小电影票连接的不只是看得见的
供需两端，更体现了多个更具体细微的方面。不
仅有各地大大小小的影院在经营生存上的现实考
量，也有电影行业投资拍摄、制作发行、稳定信心
与预期等多个环节方面。毫无疑问，春节档票房
火热的“因子”，会直接间接地刺激、带动相关产业
的复苏和发展。

而从更深的角度观察，春节档票房作为一面
镜子，也展现出春节消费整体复苏的信号。如果
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就会发现，这个春节，多个行
业的“票房”都火了——国内旅游出游突破3亿人
次，不少景区游人如织；商场餐饮、娱乐场所热闹，
不少餐馆门外重现“排队大军”……类似场景都传
递出一个信号，全社会整体的消费氛围和消费场
景，都正在逐渐复苏。我们有理由期待2023年我
国经济社会如春节档票房一样，“人气旺、市场暖、
消费热”。 （据《光明日报》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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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春节档电影票房火爆
看到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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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1月21日至27日春节假期期间，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约4.1
亿件，与去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5.1%，较2019年春节假期增长192.9%；投递快递包裹3.3亿件，与去年
春节假期相比增长10.0%，较2019年春节假期增长254.8%。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快递企业逐
渐恢复运力，消费者的购买量也在稳步回升，特色产品和节庆寄递需求旺盛，农产品继续保持增长态
势。一份份寄往老家的礼品，寄托着游子的牵挂和乡愁，一件件从故乡寄来的年货，承载了家人的思
念和祝福。佳节的喜庆中，物流正恢复往日的繁忙，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据《经济日报》时锋）

热闹非凡的商圈、每场满座
的影院、热门饭店等座排队……
兔年春节到处呈现一派红红火火
的热闹景象。今年春节，是疫情

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首个春节，消费市场全
面回暖，无疑为全年消费开了个好头。从
吃、住、行、游等假期消费火热上扬的背后，
找到消费回暖的发力点，深挖消费潜力，满
足消费需求，提振消费才能有迹可循。

春节假期，人们在消费市场上已不局
限于有什么买什么，特别是随着年轻一代
成为消费的主力人群，他们的消费喜好、消

费习惯有所转变。不难发现，健康、智能正成为
消费领域的关键词，扫地机器人、智能加湿器、美
容仪等小家电，成为节日里女性消费者购买较多
的产品。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赢得年轻人群青睐，
而且他们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化、个性化和特色
化，从数量型消费转变为质量型消费，从实物消
费转变为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不但市场销
售规模持续扩大，而且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迎合
此类消费行为，会是今年及以后一段时间留给市
场的课题。

当然，春节消费的短期回升并不意味着后续
可以高枕无忧。促消费是一个系统工程，后续还

要看整个经济面的配合，尤其是经济向好信心的
持续巩固和夯实。一方面，需要各方面积极实施
主体培育行动、创造出更多的消费供给，推出更多
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来刺激和引导消
费者。当然更重要的是提振消费信心。要多渠道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
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落实落
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
业和企业，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困难
群众带来的影响，让老百姓更加敢于消费，全面促
进消费才有可能。

（据《银川晚报》周志翔）

去年4月，金某某（网名提子）通过某平台以
7700元的价格购得鲨鱼一条，之后对该鲨鱼进
行摆拍和烹食，并将烹食鲨鱼的视频发布到网
络平台，迅速成为全网热搜。经鉴定，该鲨鱼属
于《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二级
保护动物噬人鲨，价值2.5万元。

近日，四川南充市市场监管局依法查处了
这起非法购买、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噬
人鲨）案，对当事人金某某处罚款12.5万元。据
悉，案涉鲨鱼的销售者和捕捞者沈某某、颜某某

也已被公安机关逮捕。
在网红经济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甚至成为

投资者和网友争相追捧对象的背景下，大部分
人都想成为“网红”。但在吸引流量博取关注、
获取收益等因素刺激下，不排除一些人无视道
德和法律，靠残忍、奇葩的“表演”来牟取关注，
赚取打赏。网红直播烹食鲨鱼的行为已经严重
违法，被处以12.5万元罚款算得上巨额罚款，但
一点儿也不冤，也可对其他“网红”有所警示。

该网红购买并烹饪鲨鱼的行为已构成了违

法。作为一名想博取关注的网红，直播烹饪鲨
鱼，说明其明知噬人鲨属于稀有物种，并非鸡鸭
牛羊那样普通的动物，这足以证明其收购、烹饪
噬人鲨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处以
巨额罚款是必要的。

网络平台也应依法履行管理职责，采取技
术措施删除、屏蔽相关视频和“贩卖”渠道，让这
种变态、扭曲、血腥的“网红”没有市场，保护野
生动物不被畸形的网络审美所吞噬。

（据《北京青年报》史洪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