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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数字”味道的春节，

将有哪些娱乐活动？

“春节期间，我打算到南京的

亲戚家过年，和朋友们一起联机打

游戏，放松一下，可能还会去看哔

哩哔哩拜年纪（线上视频直播活

动），或者在网上看电影以及TED
演讲。”在上海读博士研究生的90
后王澈说。

赵萌萌表示，过年期间，她会

陪孩子一起看书、网上参观博物馆

等，自己也会在家追追剧、看看电

影。“感觉这样度过春节假期也很

充实、很开心，不去电影院等室内

公共场所聚集也一样很精彩。”赵

萌萌说。

程多嘉打算春节期间带着父

母和孩子在厦门周边自驾游。“我

们准备去一些人少一点儿、环境好

一点儿的地方，利用春节假期调整

放松一下。手机上有很多比较专

业的小程序、线上平台，可以在上

面找到一些亲子活动项目，以及一

些性价比很高的旅游套餐等，这对

我来说非常有用。”程多嘉说。

为了让就地过年群众享受到

更多文化休闲产品和服务，各地也

在积极组织云剧场、艺术直播，鼓

励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等公共

文化场馆开展线上服务，以及丰富

多彩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等。

1月24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协会与阿里巴巴共同开启

了“非遗牛年大集”，一大批非遗老

字号“触网”。春节期间，人们可以

在手机上看直播游览四川自贡灯

会、丽江古城夜景，还能在地图上

“点亮非遗小店”。

春节临近，“淘宝式拜年”、宅家“云聚餐”、网上追剧看展等受到热捧——

日前，在武汉上班的维修工人何国峰收到了几个快递包裹，打开后发现是留在广州过年的女儿给
他网购的年货。接着，他马上拨通了女儿的电话，对女儿“抱怨”：“老是寄些‘没用的’东西，我还不知道
照顾好自己？”挂了电话后，何国峰笑了，心里暖暖的，对自己的妻子说：“女儿长大了，懂得疼人了。”

牛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像何国峰一样，很多人都过了把网购年货的“瘾”，也有人连年夜饭的
“大餐”也在网上下单了。与此同时，多地推出各种各样的“云旅游”“云看展”等迎新春服务，同样为春
节增添了“数字”味道。无论是返乡，还是就地过年，人们都能真切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捷。数字春
节，年味更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

“淘宝式拜年”兴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当前，国内消费

者已形成了网购习惯，农民以及老年群体智能手机的普及，促进

了电商向“下沉”市场渗透；商务部联合各大电商平台发起“网上

年货节”活动，各地政府发放大礼包，鼓励市民就地过年，起到了

助推作用；基础设施飞速发展，物流体系日渐成熟，“洋货进村，土

货进城”变得更加便捷。

结合目前平台提供的多种优惠，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够以

更低的成本购买和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

当前，我国5G商用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网络供给能力显著

提升，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等数字化新模式加速创新扩张，数字

文娱、在线医疗等新业态发展潜能充分释放，数字化、网络化电

子信息产品和服务增长迅猛，促进了消费结构优化升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网络先进普惠、创新频

繁活跃、融合广泛深入、治理审慎包容”的特征更加鲜明。未来

五到十年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遵循技术产业变

革和数字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加大政策设计、技术创新、开放

合作等方面的支撑力度，不断拓展数字经济发展新空间。

（光明日报）

﹃
云
置
办
﹄
年
货
，人
未
归
乡
心
意
到

除
夕
夜
﹃
云
聚
餐
﹄
，在
线
团
圆
年
味
足

网
上
追
剧
看
展
，新
玩
法
有
新
精
彩

我前几天在网上买好了

车票，想早点回家和父母团

聚。”在张家港工作的高先生

说。1月28日，2021年春

运正式拉开帷幕。当天，高

先生乘坐高铁回到了阔别多

日的家乡。其间，他体验过

刷脸进站、红外测温，并多次

出示“绿码”……

“今年春运，人比往年少

了，除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外，

车站等场所也多了一些数字

化、智能化的便利举措，出行

体验很好。”高先生说。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1月28日、

29日和30日，春运前三天，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分别为

308万、283万和296万人

次。铁路部门加强“无接触

式”服务，在进站乘车环节，

发挥电子客票全覆盖的优

势，引导旅客使用自助闸机

“一证通行”；在乘车环节，推

荐旅客使用扫码点餐、互联

网订餐。

另外，各地也在创新服

务方式，积极拓展售票渠道，

提供一站式售票服务；推进

票务“无纸化”服务，扩大人

脸识别、刷证进站检票乘车

应用范围，加强智能问询、

VR（虚拟现实）站内导航、移

动支付等便捷化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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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

当前，视频通话、视频直播、视频带货等已经渗透到

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未来，随着5G网络不断完

善，以及手机摄像头、麦克风质量变得更好，我们的拜

年、社交等也会更方便。

就地过年，怎么拜年？

“我打算自己留在北京

过年，拜年要通过线上方式

了。”老家在吉林长春的90
后张悦告诉记者，除了群发

祝福外，她准备录制一个10
秒左右的拜年小视频，发给

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心意。

现在，手机里有各种各样的

图频App，这些App一般都

有给小视频添加春节元素的

模板，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除夕那天，张悦打算一

边吃年夜饭，一边和父母视

频聊天。“就算不能回家和爸

妈一起过年，我也想充分利

用线上的各种方式来向家

人、朋友表达自己的心意，传

递美好的祝福。”张悦说。

不少就地过年的年轻人

也表示，今年准备通过视频

和红包线上拜年。即使见不

到面，也可以视频通话拉近

彼此的距离。对于不擅长社

交和亲戚较多的年轻人来

说，线上拜年可能也是一种

更轻松的方式。“如今，数字

化、网络化的过年方式越来

越多，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

来了很多便利。期待疫情早

日过去，到时候再回家看

看。”张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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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公路局局长汪洋：

交通运输部将指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充分利用大数

据等技术手段，加强交通出行需求分析和研判，监测客流

变化情况，指导相关企业合理调整运力和运营时间，最大

限度满足群众出行需求。同时，将完善城市客运领域健康

码查验措施，指导主要平台公司完善方便老年人使用的

“一键叫车”功能，切实为老年人出行增添便利。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

房子，二十五磨豆腐……”这首

民谣形象地道出了昔日的年俗

和年味。现在，家家户户置办年

货，依然是过年不可或缺的一种

仪式感。

这几天，在北京上班的80
后教师赵萌萌连续观看了好几

场年货直播，网购了大量年货。

“我老家在河北邢台，今年我们

一家三口打算就地在京过年，想

提前囤一些年货。”赵萌萌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除了网购食品

外，她还给孩子买了英语点读笔，

给家里买了智能砧板刀具消毒机

等。线上购物非常方便，看直播

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剁手”，“云置

办”年货轻松搞定。

像赵萌萌一样，很多人都将

留在工作地过年。那么，不回家

过年，怎样帮老家的长辈置办年

货？一些年轻人想了个办法：在

淘宝等电商平台上购买年货寄

回家。人虽不到，但心意不能

少。不少网友把这种方式调侃

为“淘宝式拜年”。

天猫淘宝数据显示，1月

20日，“年货节”开启首日，干

果、糖果、糕点成为我国家庭首

选的“年货三件套”；螺蛳粉、自

热火锅等产品销量快速增长。

另外，可以语音遥控的智能养生

壶、智能美妆镜等多款“数字年

货”在各大平台的销量也持续走

高，其中90后、00后群体消费

占比最高。

年夜饭，是人们的期盼，也

是春节的一场“重头戏”。

北京一所学校的教师李佳

早已为年夜饭制定了一个“周

密”的计划。“我们准备自己在家

动手做，尝试一些平时想做又没

有时间做的菜品。除夕夜的时

候，把年夜饭的照片发到家庭群

或朋友圈、微博，和大家一起分

享。”李佳说。

李佳表示，用数字化的方式

过年，虽然少了与亲人见面的乐

趣，但也可能会让春节过得更轻

松、更自由，比如会减少往返的

时间和费用，让人们有更多属于

自己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

事情，“我还是比较适应和喜欢

这些新变化的”。

来自甘肃兰州的创业者程

多嘉和父母、孩子去年在福建厦

门定居了。程多嘉介绍，父母

有兄弟姐妹，往年都是几家人

一起在餐厅吃年夜饭，今年他

们都在不同的城市过年，没办

法聚会了。于是，亲戚们准备

在家吃年夜饭的时候，通过视

频连线搞个“云聚餐”，互相送

祝福、拜个年。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经常

出差，这些数字化服务大大满足

了我的需求。春节‘云相聚’、线

上抢红包等互动方式让生活更

加便捷有趣,也是一种别样的年

味。”程多嘉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新闻发言人赵辰昕：

要提供更多、更丰富多

彩的文化体育相关活动，让

就地过年的群众无论在哪儿

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觉，都能

过一个好年。

要增加网络、电视、广播

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鼓励

提供免费流量、网络视频

App限时免费电影放映等线

上服务。在做好疫情防控和

限量、预约、错峰的前提下，

要保障公共空间开放时间和

旅游产品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