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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乡村引“客”归

火红“宅经济”：意外崛起还是未来趋势？

贫困户院里的“爱心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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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靠网购，吃饭靠外卖，教育

靠网课，开会靠视频……疫情以来

的“宅生活”带火了“宅经济”，一批

新业态迎来爆发式增长，相关企业

利润大涨。

“宅经济”到底是一场意外崛

起，还是未来趋势？还会有哪些投资

新“风口”？

“宅经济”带动企业利润

“涨涨涨”

7月，位于湖南浏阳的盐津铺子

智能烘焙生产线，几乎看不到操作

人员。阵阵飘香中，成千上万个小面

包在传送带上“行走”，然后被装箱

发往全国各地。

“疫情期间对代餐食品的需求

爆发式增长，我们的面包、蛋糕、薯

片等烘焙类产品供不应求，鱼豆腐

等销量也高速增长。”盐津铺子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告诉笔

者，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1.25 亿

至1.3亿元，同比增长将近一倍。

“宅生活”给多个行业带来利

好。钉钉、腾讯会议、百度网盘、猿辅

导等远程办公、教育软件用户数量

激增；叮咚买菜、盒马鲜生、拼多多

交易量抢眼；阿里巴巴、腾讯、美团、

京东等互联网公司市值屡创新高。

在已发布的上半年业绩预报

中，“宅经济”相关上市公司利润涨

幅惊人。速冻食品企业三全食品，预

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390%至

420%；小家电热销的小熊电器，预

计净利润增长80%至 110%；游戏娱

乐公司三七互娱，预计净利润增长

35.5%至45.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在国际贸

易大幅萎缩的背景下，上半年“宅经

济”产品出口也较快增长，笔记本电

脑、手机出口分别增长9.1%、0.2%。

看似“意外”走红，其实

早有准备

在部分专家和市场人士看来，

“宅经济”走红看似一场“意外”，其

实背后是相关企业早有准备、提前

布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的

市场变化，能够快速调整、顺应新

需求。

“我们此前就看到快节奏、‘宅

生活’的趋势，因此对产品重点作出

调整，推出了沙琪玛、小面包、酸辣

粉等系列新品；花大价钱改造的智

能制造‘无人工厂’，也在疫情期间

凸显优势；再加上这几年大力发展

电商业务，上半年业绩飘红在意料

之中。”张学武表示。

实际上，无论是运动健身、智能

家居、方便速食等相关产品热销，

还是移动办公、远程教育、在线娱

乐等相关服务需求激增，或是“直

播带货”等销售方式备受青睐，这

些“风口”在疫情前就已经显现。只

不过疫情按下了“快进键”，加速了

这些趋势，也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

转型。

“直播救急，数字化救命。”护肤

品牌林清轩创始人孙来春这样总

结。拥有数百家门店的林清轩年初

一度业绩下滑90%，靠“电商”加“直

播”很快实现“V”形反转。不仅线上

销售额激增，6月份线下销售额也同

比增长54%。

“过去是穿着数字化‘新鞋’走

在传统零售的‘老路’上。直到疫情

发生后，我们才发现 2014年开始布

局的数字化建设和原来积累的粉丝

流量，为企业带来了生机。”孙来

春说。

不少企业家认为，“宅经济”本

质上是互联网经济，核心是数字化。

新产品、新服务大幅提升了消费体

验，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

惯，红火是趋势，也是必然。

“宅经济”下还有哪些

“风口”？

“宅经济”还能火多久？企业和

广大投资者还能抓住哪些“风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李勇坚表示：“在信息技

术进步及普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因

素影响下，‘宅经济’仍会继续火下

去，未来一段时间都会以较快速度

发展。”

专家指出，寻求投资机会，不仅

要关注疫情带来的短期影响，更要

把握疫情过后哪些消费行为和习惯

随之改变，哪些改变将长期存在。

“疫情之后还会诞生很多新的

商业机会。”长期研究企业的北京大

学教授陈春花认为，线上娱乐、游

戏、教育、知识付费和远程办公，零

售业及物流配送、社区服务的线上

线下融合，智慧城市和大健康等领

域，都会迎来不错的发展。

大势所趋，机会所在，从政策调

整也能一窥端倪。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部门不久前发布的 9种新

职业中，与“宅经济”密切相关的互

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在线学

习服务师名列其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门近

日公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

的意见》，包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

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产业平

台化发展等 15 种新业态新模式发

展将得到政策全面支持。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随着国家

大力推动“宅经济”、数字经济发展

以及5G时代来临，一大批“新风口”

“新机遇”将随之而来。但企业能否

站上“风口”、抓住机遇，归根到底取

决于自身眼力、魄力和实力。

（新华社 姜琳 阳建）

盛夏的烈日炙烤着柑橘园。32岁

的新型职业农民刘沈厅正用他自己

研制的滴灌系统，为柑橘树“补水”。

这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

人，不仅是一位种着130亩柑橘的果

农，还是有着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历

的返乡创业者。

近年来，在农业大省四川，大学

生、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有知识、

有见识、懂经营的人才回流农村，正

汇聚成助推乡村振兴和决胜全面小

康的重要力量。

“前些年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很

严重，年轻人愿意回来的很少。这可

能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机会，可以凭借

知识和文化，做出一些与众不同或者

更有创新性的东西。”刘沈厅说。

2016 年底，怀揣着在农业上闯

出一片天地的想法，刘沈厅回到家乡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农村。他在果园

里尝试新的种植技术，就以自己研制

的滴灌系统为例，成本低、不怕堵，

解决了传统滴灌系统操作繁琐、成本

高、对水质和肥料品质要求高等缺

点。2019 年，刘沈厅的果园产了 15

万公斤柑橘，销售收入达130万元。

2019 年 10 月，刘沈厅联合当地

果农，创办了彭山区果业商会，目前

已有500多名会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农

产品销售带来巨大挑战，但彭山果业

却一反常态地逆市上扬。这得益于果

业商会搭建的“线上+线下”中转平

台，采用远程视频洽谈，直播看货、

监控采摘，外地采购商不用来本地，

果子“无接触”就能卖出去。

截至目前，彭山区已认定像刘沈

厅这样的新型职业农民100人，领办

家庭农场 70 家，形成了以新型职业

农民为引领、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吸

引高学历青年投身农业农村事业的

局面。

除了大学生，返乡创业农民工

也成为带动乡村迈向小康生活的

“生力军”。

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

镇安居村，安居家庭农场的100多亩

蔬菜长势喜人，几名村民正在路边的

田地里收菜、装车。41岁的返乡农民

工文富群是这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她曾在北京打工多年，增长了见识，

积攒了资金，也积累了一套经营管理

的经验。如今她的家庭农场吸纳了六

七十名当地村民务工。

60 岁的贫困户李中群说，她家

中1亩多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每年

租金 600 元。她又在这里打工，一天

工钱约 60 元，每月收入一千七八百

元。在文富群创办的家庭农场带动

下，李中群每年增收约 2 万元，成功

脱贫走在了小康路上。

“脱贫攻坚战刚打响时，村里

650户人，就有 106户贫困户。”安居

村党支部书记蒲光敏说，这几年，返

乡创业的农民工创办了十多个项目，

带动贫困村民脱贫奔小康。2019年，

村里最后4户贫困户也成功脱了贫，

实现贫困户全部脱贫摘帽。

一些农民企业家也正在反哺家

乡。在四川省仁寿县汪洋镇上游村，沿

山而建的村道通到村民门口，民宿客

房点缀在山间，犹如一幅水墨画卷。

50岁的农民企业家张贵华就出

生在这个小山村。他戴着眼镜、瘦瘦

的，因为从小家贫，十几岁就外出务

工，从煤矿的背煤工干起，先后干过

搬运工、打砖工，经过20多年艰辛打

拼，后来在成都开办了自己的企业。

现在，在仁寿县委、县政府引导

下，张贵华回到家乡，担任上游村的

“乡村振兴主任”。他先是出资500余

万元为村里修路，建起一条3公里的

村道和一条 4 公里的生态旅游休闲

走廊，还出资将天然气和自来水接入

了全村370余户村民的家中。依托村

里的山林生态景观，张贵华依山就势

建成了以农家特色餐饮、户外健身游

乐等为特色的生态农家乐，吸纳当地

100余人就业。

仁寿县实施“乡村振兴书记（主

任）选派计划”，目前已优选771名像

张贵华一样的在外优秀创业人才、在

外务工经商能人、返乡创业明星，兼

任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助

理，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实现全面小

康的带头人。

“家乡过去穷得只有荒山坡、枯

水塘，现在荒山变绿、水塘变清，愿

意到村里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张贵

华说。 （新华社 杨三军 陈健）

今年5月份，山东省淄博市桓台

县田庄镇大庞村村民丁霞的院子里，

新修了一条小水泥路。这条庭院小路

约 1 米宽、10 米长，连接起主屋房

门、厕所与院门。

“院子里原来是泥土地面，前段

时间外面来人给修上了水泥路，俺这

心里感觉暖和和的。以后再也不怕一

下雨两脚泥了。”说起家里小院的变

化，丁霞脸上笑开了花。

和丁霞家一样，近段时间，淄博

市的许多农村贫困家庭院落里都新

修上了小路。

2018 年以来，淄博市妇女联合

会开展了“美在家庭”创建活动，要

求全面改善农村家庭生活环境，提升

居住条件，做到“户户清洁、家家和

美”。今年5月份，淄博市妇联又发起

为贫困家庭捐建“庭院爱心小路”倡

议，通过建设“庭院爱心小路”，推动

贫困户既要脱贫又要净美。

“我们在‘美在家庭’创建活动

中发现，部分贫困户家庭卫生‘脏

乱差’现象明显，特别是约有 2 万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住着土院子，影

响着贫困户卫生水平、生活水平的

提升，为此我们发出了爱心捐建倡

议。”淄博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于

康梅说。

淄博市妇联的倡议得到诸多单

位、企业和社会人士的积极响应，纷

纷献出爱心：博山区源泉镇南崮山南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正田自

掏腰包 1 万余元，为全村 39 户贫困

户修建“庭院爱心小路”；一家企业

主动承担起文昌湖区134条“庭院爱

心小路”的建设用砖……

目前，淄博市、县两级慈善总会

已收到“庭院爱心小路”专项捐款

455.6 万元，捐建物资折款 60 余万

元，修建完成“庭院爱心小路”1万余

条，惠及困难群众1.8万余人。

“庭院爱心小路”有了，庭院美

了，生活也更好了。贫困户家中那些

曾经的土院子，已铺上一条条石板小

路、水泥小路、红砖小路，花儿、蔬

菜、果树点缀院中，一派田园新景

象。“俺现在每天都把院子打扫得干

干净净，看着心里就舒服。”丁霞说。

同时，淄博市各区县妇联还组

织开展“洁美工程·靓家行动”公益

项目等，为深度贫困家庭粉刷修缮

房 屋 、更 换 破 旧 家 具 ，捐 赠 生 活

用品。

文昌湖区商家镇西太村 95岁的

谢丽芳说：“他们来给俺换了新家

具，拾掇了厨房和院子，你看这亮亮

堂堂、干干净净的屋子院子，日子真

是越过越好。”

（新华社 贾云鹏 秦欣）

“今年我在小院里

多种点儿菜，原本怕卖

不出去，现在有了扶贫

夜市，我就放心了。”黑

龙江省泰来县胜利乡哈

拉 村 的 脱 贫 户 王 淑

春说。

崭新整洁的深蓝色

房 子 ，一 亩 多 的 小 菜

园，王淑春的小院很宽

敞，69岁的她利用房前

屋后的小菜园，种了黄

瓜、茄子、豆角、辣椒、

西红柿等蔬菜，还养了

一些鸡和鹅。去年，王

淑春靠种植和养殖额外

增收近1500元。

今年 7 月初，泰来

县扶贫夜市办起来后，

王淑春卖菜更积极了，

每次都能挣四五十元，

“我估计今年能比去年

挣得多。”王淑春说。

在泰来县公园路北

段，14 个主体为红色、

牌匾为黄色的展位整齐

排列。展位上有绿色果

蔬、禽蛋酱菜、木耳干

菜等农产品，也有汽车

坐垫、柳编、中国结等

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展位前人声鼎沸，但在

志愿者的维护下秩序井

然。据了解，泰来县给

10 个乡镇和 4 个扶贫

企业各建了一个展位，

每天每个乡镇都有两三

个村来卖货，展位还会

陆续增加。

泰来县 2019 年脱

贫摘帽，但该县的一些

村镇产业少，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同

年泰来县利用农户房前屋后的闲置

土地，发展小院经济。

“起初县里定期组织党员干部下

村买菜，耗时费力，而且蔬菜不及时

卖还会造成浪费，大部分建档立卡户

也没能力每天去县里，造成了销路堵

塞。”泰来县电子商务办公室主任才

红说，现在是“随摘随卖”，乡镇、村干

部和建档立卡户利用空闲时间把农

产品集中起来，既解决了运输问题，

又畅通了销路。

笔者在扶贫夜市上看到，各展位

的产品“风格迥异”，有的随意摆放，

有的包装精致，虽然都是为了帮助百

姓增收，但扶贫夜市上的各乡镇、各

企业之间也存在比较和竞争。“扶贫

夜市能推动各乡镇产业和扶贫企业

在供给上发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

扶贫质量。”才红说。

晚上九点多，扶贫夜市里的人渐

渐散去。泰来县胜利乡乡长徐本庆

说：“一个展位每天能带动一个乡镇

近 20 户贫困群众增收，虽然数额不

大，但能积少成多。粗略统计，胜利乡

今天共卖了 5000 多元，几乎每天都

能稳定在这个销售额。”

据了解，扶贫企业也会拿出在扶

贫夜市中的一半收入给建档立卡户

分红，帮助他们增收致富。截至目前，

扶贫夜市已惠及泰来县 1000余户建

档立卡户，户均日增收300余元。“各

展区还有主播进行线上销售，拓宽销

售渠道，”泰来县电子商务办公室工

作人员李海杰说，扶贫夜市还鼓励建

档立卡户做推销员，每天能带动三四

个不同的贫困群众人均增收近百元。

扶贫夜市集中利用各种资源，让

农产品从“无人问津”到“抢购一空”，

当地脱贫攻坚成果得到不断巩固提

升。“扶贫夜市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村

里的产品，农产品更好卖了，我们奔

小康的底气更足了。”泰来县胜利乡

哈拉村的党支部书记王文昌说。

（新华社 唐铁富）

成都恢复
跨省团队旅游
加快旅游市场复苏

本报讯（记者 漆世平 实习记者

李林晅）7 月 19 日，成都市跨省团队

旅游在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重启，助

力 成 都 市 旅 游 业 复 苏 ，拉 动 经 济

增长。

活动现场，成都不仅向全国游客

发出了“清凉消夏游·成都最安心”的

诚挚邀请，还发布了以“绿道林盘游”

“天府古镇游”“消夏冰雪游”“生态康

养游”“暑期研学游”“美食品鉴游”为

主题的一系列精品暑期游线路。此

外，旅行社、文旅企业、航空公司、住

宿业协会等在现场还发布了各类旅

游产品和优惠政策。

近
日
，
以
﹃
田
园
牧
歌
，
创
新
生
活
﹄
为
主
题
的
乡
村
旅
游
在
四
川
省
华
蓥
市
拉
开
帷
幕
。

该
活
动
以
市
民
参
观
幸
福
美
丽
新
村
、
农
业
产
业
基
地
和
蔬
果
采
摘
为
主
，
旨
在
发
展
创
意

农
业
，
让
市
民
在
田
野
挥
洒
欢
乐
，
并
参
与
农
耕
体
验
和
农
事
竞
赛
，
感
受
脱
贫
攻
坚
、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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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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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来
的
变
化
和
喜
人
成
果
。
图
为
身
穿
传
统
农
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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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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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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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金
阳
光
葡
萄
园
享
受
采
摘
的
乐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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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漆世平 实习

记 者 李林晅）
成都高新区城

乡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领导小

组日前正式印

发了《成都高新

区迎接大运会

城乡环境综合

治理“十大”专

项行动方案》，

明确将集中开

展城市道路病

害、园林绿化、

城市井盖以及

农村人居环境

治理等十大专

项治理行动，提

升城市的精细

化管理水平，展

示城市良好的

发展形象，助力

文明城市创建。

据了解，此

次专项行动明

确划分了节点、

线路、片区 3大

重点工作范围，

在城市设施整

治方面，成都高新区将整治

电力、报亭、环卫休息亭等，

并重点整治脏污破损、基座

歪斜、贴牛皮癣、线缆杂乱裸

露等问题，及时进行提升更

新，确保美观整洁。村居环境

治理将以消除影响村容村貌

的“脏乱差”问题为重点，重

点整治主要道路、以及村社

道路沿线环境卫生突出问

题等。

此外，成都高新区还将加

强园林绿化治理，对缺株断

带进行补植补栽，对退化草

坪进行局部点补或大面积整

体更新，并将高品质打造口

袋公园、小游园微绿地，增绿

增景增空间，实现主干通道

立体绿化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