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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转暖、政策放宽，“就地过

年”积压的探亲、出游需求，有望在即

将到来的清明和“五一”假期得到释

放。

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清明

节和“五一”假期旅游产品预订火爆，机

票预订量均超 2019 年同期，机票价格也

迎来反弹，部分热门航线票价涨幅超过

两位数。

防疫形势良好，出行政策放宽

当前，国内疫情防控总体保持良

好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 3 月 21 日

表示，国内低风险地区持健康通行

“绿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

的前提下可有序出行，各地不得擅自加

码。

一些政策限制也放宽。文化和旅游

部近日发布通知，明确疫情低风险地区

对剧院等演出场所、上网服务场所、娱乐

场所接待消费者人数比例不再做统一限

制，由各省(区、市)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疫

情防控形势自行掌握。

文化和旅游部还公布《旅游景区恢

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 (2021 年 3 月

修订版)》，旅游景区游客接待上限由各省

(区、市)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

势确定，不搞“一刀切”。记者注意到，在

新版指南中，上一版指南提出的“接待游

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已经取

消。

北京近日明确，国内低风险地区人

员进京，环京地区通勤人员进京不再查

验核酸证明，恢复进出北京市跨城出租

车、网约车、顺风车业务。

预订火爆！“补偿式返乡”要来？

随着出行政策放宽，再加上天气转

暖，春暖花开，“就地过年”积压的乡愁将

迎来集中释放，“补偿式返乡”或许要来

了。

从火车票销售来看，目前一些热门

方向的车票比春运期间还要抢手。据媒

体报道，清明节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当

天，北京西站到武汉站用时仅需 4个多

小时的高铁列车车票瞬间被抢没；开抢

不到 5分钟，北京西站到郑州东站的 29

趟列车已无余票。

从机票销售来看，去哪儿大数据研

究院院长兰翔表示，截至目前，2021 年

清明假期出行的机票预订量已经是

2019年同期的 1.3 倍。“五一”假期机票

预订量也已经超过 2019 年。

根据携程 2021 年清明节预测报告

显示，从目前旅游产品预订情况来看，清

明节出游人次有望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水平，预计今年清明节出游人次将达到 1

亿人次。清明假期有望迎来今年首个跨

省出游小高峰。

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
大幅反弹

由于旅客出行意愿强烈，出行需求

旺盛，受供需关系影响，清明节和“五一”

机票价格也回到疫情前的水平，部分热

门航线票价强力反弹。

去年此时随处两三百块的机票已经

难见，飞猪数据显示，清明和“五一”的机

票价格均已恢复到 2019 年同期，“五一”

机票均价达到 830元，较 2019 年还上涨

了 30%。

携程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五一”

期间国内航线经济舱票价同比 2019 年

增长 11%，其中，热门出行航线上海 -三

亚、北京 -三亚以及上海-重庆票价同

比分别上涨了 46%、112%、16%。

“对比疫情期间的机票价格，现在看

清明节和‘五一’假期的机票好贵啊！”

“搜了一下‘五一’出去玩的机票价格，我

觉得还是在家躺着好了。”有网友如此吐

槽机票价格的上涨。

考古新发现再次带火三星堆
与以往清明出游不同，今年文化古

迹类景区格外受到关注。受最近考古新

发现的影响，四川三星堆景区门票搜索

量出现大幅上涨。

截至 3月 22 日，去哪儿平台上三星

堆景区搜索量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长

3.4 倍，预计热度将持续至清明假期。

携程数据也显示，3 月 20 日至 21

日周末两天，预订三星堆博物馆门票的

游客数环比上周末增长近 12倍。不少游

客不惜打飞的前来一睹神秘的“古蜀文

明”，从门票客源来看，约五成游客来自

四川本省；此外，江苏、北京、广东、重庆、

上海的游客订票最多。

旅游平台数据还显示，清明节跨省

游热门目的地有：三亚、丽江、拉萨、昆

明、张家界、乌鲁木齐、重庆、桂林、黄山

和林芝。

你准备返乡或出游吗？

李金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3月 25 日称，今年春节以来，

国内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总体来看，食用农产品价格

难以大幅上涨。

3月 25日下午，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有

记者问：最近全球食品价格普遍上涨，这是否会加剧国内食

品供应的价格压力？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稳定国内的食

品市场？

高峰从粮食价格和食用农产品价格两个方面做出解

释。首先是粮食价格，高峰表示 2020年以来的粮价上涨是

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国际市场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加之沙漠蝗虫、东南亚旱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加大

了国际粮价的波动幅度，世界谷物价格指数已经从去年 6

月以来连续 9个月上涨。

从国内市场看，随着国内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玉米和大

豆的需求短期内增加较多，价格上涨，带动其他粮食品种价

格上涨。加之市场对粮价看涨的预期较强，粮食生产企业和

农户囤货惜售的心理也支持粮价上涨。

他表示，当前我国粮食供应整体充足。从综合生产能力

来看，我国粮食连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六年稳定在

13000亿斤以上。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

超过 470 公斤，远高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

线。从粮食库存来看，粮食库存处于较高水平，小麦、稻谷等

口粮品种能够满足一年的消费需求。总的来说，保障国内粮

食市场供应充足和运行稳定有基础、有条件，粮价大幅上涨

的支撑条件并不充分。

关于主要食用农产品价格，高峰介绍，今年春节以来，

国内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根据商务部的监测，3月 15

日至 21 日全国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指数比前一周下降了

0.9%，连续 5 周累计下降 9.6%，比年初下降了 5.6%，同比

下降了 2.7%。其中，大米、面粉的价格与前一周相比稳中有

降，与年初基本持平。猪肉、蔬菜的批发价格比前一周分别

下降 2.3%和 1.5%，比年初分别下降 19.3%和 9.2%。

“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生产形势稳定，生猪产能持续

恢复，禽、蛋、蔬菜等随着气温回升供应增加。总体来看，食

用农产品价格难以大幅上涨。”高峰说。

高峰还强调，商务部将继续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

米、面、油、肉、蛋、菜等商品的供求和价格变化，并根据市场

的形势，会同有关部门视情做好中央储备的投放，适时增加

市场供给。同时，加强对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指导，落实好

相关的保供稳价工作，确保国内农产品市场基本稳定。

据中国新闻网

“服务员，点餐！”“桌角有二维码，可直接扫码点

餐。”如今，我们到餐厅吃饭，手机扫码已成为很多地

方的必备项目。

但是，“微信小程序里拉下来，都是点餐过的各

大商家；公众号里充斥着关注商家的推送”成为不少

网友饱腹后的“烦恼”。

经纬中国创始人张颖近日就将“扫码点餐”又一

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张颖在微博发文，“特别特别讨厌扫码点菜，一

般碰到我就直接要求服务员记录点菜，做不到或者

拒绝者，我就老老实实滚蛋换餐厅，没有一丝纠结。

国内用户对隐私的不敏感我不吃惊，但又很吃惊。”

3月 25日，中消协也表示，近期收到消费者反

映，到餐厅用餐时，有些餐厅不提供人工点餐，消费

者只能关注公众号或小程序后进行“扫码点餐”，一

些餐厅甚至不提供现场菜单，只能扫码才能获取，知

晓菜品价格。

在中消协看来，消费者到餐厅就餐，并无必要提

供手机号、生日、姓名、地理位置、通讯录等与餐饮消

费无关的信息。一些餐厅不再提供人工点餐，要求现

场就餐消费者先关注公众号或小程序，再进行扫码

点餐，借此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不仅违反法律规定

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涉嫌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若保管不善，消费者

个人信息还有被泄露、丢失的风险。

另外，“仅提供‘扫码点餐’这种做法还侵害了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是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对现场就餐消费者的一种强制交易行为。”中消

协指出。

中消协还表示，菜单是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参考

依据，与是否接受餐饮服务直接关联，餐厅应当提供

直观可查的现场菜单，供消费者了解菜品和价格，决

定是否用餐。不提供现场菜单，扫码关注后才能浏览

菜品和价格的做法，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在扫码点餐日益普及之时，“老年人不会扫码点

餐”也成了热议的重点。由于智能手机操作的复杂

性，扫码点餐并不具有普适性。老年人、未成年人往

往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扫码点餐过程。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费体验和消费

实现。他们对‘扫码’背后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也比

较弱，更易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甚至支付安全问题的

受害者。”中消协说。

“技术进步应当让消费者享受发展红利，而不是

成为经营者商业欺凌的工具。”中消协认为，新技术

应用不应成为限制消费者权利的工具，不应成为攫

取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借口，更不应成为阻碍大众消

费的壁垒。

谢艺观

清明“五一”车票机票预订火爆！
"“补偿式返乡”要来？

“今天要招 3个工人，昨天没招

到，自己熬了个通宵赶货。”3 月 20

日，大塘村制衣厂的陈老板一边疲惫

地说着，一边往招工队伍里挤了挤。

正月过后，广州海珠区的制衣村

出现了“招工长龙”：长约 3 公里的马

路两旁，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板。他

们手里一般拿着两样东西，一个是要

做的衣物样品，一个是写着工种的纸

板。穿梭而过的应聘者们，走走停停，

挑选着自己心仪的工作。

制衣村一般指广州海珠区的康

乐、鹭江、五凤、大塘等城中村，由于毗

邻广州最大的布匹市场———中大布匹

市场，这里形成了上万家以小作坊为

主的制衣厂，每年都吸引着诸多制衣

行业从业者前来寻找工作。

然而，与过去工人排着 500 米长

队面试的情景不同的是，近年来，制衣

村往往出现工人不足的现象，使传统

的雇佣关系悄然发生着改变。

疫情过后的 2021年春季，由于国

内服装业市场迅速回暖，从正月初十

开始，众多制衣厂老板就每天排着长

队等待工人青睐。

现状：老板排队“被挑”，月薪
过万招不到人
对于制衣村的老板而言，今年 3

月，关键词是“忙”：白天招工，晚上赶

工。

早上 8点，大塘村的桥南新街上，

已经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板。和大

多数人一样，陈老板拿着样衣和招工

纸板，招呼着来找工作的工人。“厂里

有 3000 多件货等着交货，工人却只

有 3个。”

每年春节后，大塘村制衣厂都会

遇上“招工难时刻”。据陈老板向记者

介绍，每年 5月前是制衣厂的旺季，尤

其是开年的第一个月，订单量大，但由

于工人们还没回来，因此出现了工人

紧缺的现象。

为了按时完成订单，留住客户，制

衣厂的老板们往往会阶段性地提高待

遇，吸引工人。陈老板告诉记者，他将

用工价格较原来提了三成，做得快的

一天能有 600元，算下来一个月过万

薪资。“很多人过来问两句就走了。以

前是工厂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我们

老板了。招不到人，晚上只能自己通宵

做。”

同样在街上排队招工的刘姐则运

气较好，刚刚招到 2 个工人的她，希望

能再招 2个。“我的衣服工艺简单，他

（陈老板）的是衬衫，梭子类的（注：梭

子是织机上载有纡子并引导纬纱进入

梭道的机件。它在传统织机上作间断

式往复运动，在圆型织机上作连续圆

周运动。）工人都不爱做。”刘姐一边向

记者解释，一边招呼着工人。一名女工

上前问询价格，摸了摸刘姐手上的衣

服，一番讨价还价后，最终以 5元一件

成交，和刘姐快步离开招工队伍，前往

鳞次栉比的楼宇间。

在走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

老板都计划增加工人数量。一位姓马

的老板告诉记者，得益于国内疫情稳

定，服装业市场迅速回暖，许多大厂做

不完的订单流进大塘村、康乐村等制

衣小厂。经历了去年生意惨淡的马老

板，希望工人越多越好，“只要工人到

位，这两三个月不愁没单子做。”尽管

马老板看好市场，但连日来，他也只招

到了 1个工人。

选择：工人喜欢日结零工，年
轻一代更爱服务业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

示，2020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 2.85

亿人，比上年下降 1.8%。其中，外出农

民工超过 1.69 亿人，下降 2.7%；本地

农民工 1.16 亿人，下降 0.4%。而农民

工数量下降的趋势，制衣村的老板们

近几年感受尤为明显。

“去年年底结算工资的时候，一个

大姐和我说，明年可能就不回来了，他

们老家也建了工厂。”刘姐说，这样的

工人并非孤例，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

就地就近就业，回到制衣村的工人逐

年减少，并且制衣厂很难招到长期工，

工人更偏爱“日结日清”，这令制衣厂

在旺季存在长期招工需求。

来自湖北的张大姐告诉记者，她

来制衣村十几年了，会做复杂的工种，

以前旺季的时候，一个月能赚 1 万多

元，“我手脚算麻利的，一天也要工作

14 个小时左右，一个月只休息 2 天，

才能拿到这个工资。”张大姐拍了拍自

己的腰，表示这种强度的工作只有年

轻的时候吃得消，现在年纪大了，工作

几天就要休息一下。虽然没有以前赚

得多，但和身边的众多工友一样，张大

姐更愿意打零工。

高强度的工作令年纪渐长的工人

望而却步，同时也让年轻人对从事制

衣工作产生抵触心理。

90 后小林是一个月前进入康乐

村一家制衣厂工作的，但从早忙到凌

晨的工作时长让他萌生离开的想法。

“我朋友在天河送外卖，一个月有七八

千元。虽然都是多劳多得，但时间更自

由。”

制造业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已经

越来越弱，而工作时间更自由、收入更

高的外卖骑手，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

人的优先职业选择。根据相关媒体报

道，国内外卖业急速壮大，2019 年外

卖员总数已突破 700万人。2020年上

半年，美团与饿了么累计新增的超

200 万外卖骑手中，有近三成来自制

造业工人，有超八成是 40 岁以下青

年。

变化：制衣村“旧改”在即，智
能制造成为趋势

3 月 20 日，记者走访康乐村、大

塘村时发现，随着工人的陆续返工，招

工队伍慢慢缩短，“招工难”已经得到

缓解。制衣村里大大小小的工厂，机器

轰鸣，加紧生产，逐步扩大接单量。

不过，也有部分制衣厂老板准备

转让制衣厂。“房租翻倍，人工费上涨，

听说这里以后要建科技产业园，我们

要么改行，要么换地方经营。”黄老板

正在公告栏上贴自己转让制衣厂的信

息，打算趁着旺季卖个好价钱。

据了解，2020 年 12 月，广州海珠

区康乐村、鹭江村、五凤村相继挂牌公

招合作改造伙伴，这个总占地面积约

112.71 万平方米、计划改造投资总额

约 346.67 亿元的项目将成为广州投

资总额最大的旧村改造项目。

根据招商方案中的时间节点，在

未来的三到五年内，制衣村将迎来“旧

改”，重点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

新基建、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企业，若一切顺利推进，

这片繁荣热闹的制衣村或将成为历

史。

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彭澎认为，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来

说，第一，要么搞智能化、自动化，用机

器替代工人；要么通过企业效益的提

升，能够负担起一线工人的相关待遇。

对于“旧改”及产业转型，制衣村

里部分小型作坊的老板表示，自己做

了几十年制衣，不知道其他行当怎么

经营。如果未来制衣业要产业升级的

话，希望能得到妥当的安置和配套的

指导。 叶小钟

专家支招：企业要么搞智能化、自动化，要么负担起一线工人的相关待遇

市场回暖，工人不足，制衣村何去何从？

得益于国内疫情稳定，服装业市场迅速回暖。在广东一些制衣村，出现了工人不足的现象。“以前是工厂挑工人，现在是工人

挑老板”，传统的雇佣关系正在这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发生悄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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