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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消费自然不可避免，理性消费

尤为重要。2月9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以下

简称“北京市消协”）发布春节消费提示，提醒

广大消费者加强疫情防控，文明理性消费，不

盲目跟风或抢购囤积。连续3日，市场监管总

局、中消协、北京市消协连续发文对节前消费

进行全方位的提醒，强调消费者春节期间按

需采购不必囤货，理性应对商家的各种促销

行为，不要“为节消费”。

严控必需品价格

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事关春节消费的稳

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以下简称“市

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近期价监竞争

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给在京

过年的消费者吃了一颗定心丸。《通知》强调，

要着重加强生活必需品等价格监测监管，满

足人民群众过年基本生活需要。

具体来讲，将加强米面油、肉蛋奶、蔬菜、

水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监测监管，对供应偏

紧、价格上涨较快的，严厉查处囤积居奇、哄

抬价格、价格串通等违法行为，确保市场供

应，稳定价格秩序。加强对线上平台促销行为

监管，督促平台企业规范明码标价行为，重点

打击虚标原价、虚假宣传、虚假折扣等不正当

价格竞争行为。

一日三餐所需的食材，各方都在努力平

抑物价。此前，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新发地时了

解到，从1月开始，新发地针对北京市场的消

费需求，正在加大豆类、椒类等南方菜的采

收、储备。新发地对菜店和直通车制定了对土

豆、洋葱等12种常规菜实行限价销售，来平抑

物价，保证消费者购买到便宜、新鲜的蔬菜。

与此同时，近郊游和景点的门店价格，也

需要稳定价格。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外卖平

台在开展满减、发放红包等活动中，履行价格

承诺。严厉查处景区门票不执行政府定价、不

落实减免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景区门

票明码标价。加强行政指导约谈，倡导住宿、

餐饮企业诚信经营，密切关注文化娱乐市场

价格。

《通知》指出，要着重加强各类价格收费

优惠政策落地情况监督检查，提高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加强对小型客车通行费免收

政策、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流量

通信优惠政策、铁路民航退改票政策的监督

检查，严肃查处不落实优惠政策和不履行价

格承诺的违法行为，不得擅自变更价格优惠

政策适用条件，把好事办好。

看清条款理性办卡

临近过年，商家的促销手段层出不穷，

吸引着消费者集中办卡或储值。北京市消

协指出，消费者要警惕办卡风险，不要过度

充值。春节期间，是美容美发、餐饮娱乐、教

育培训等服务行业办理预付卡的高峰期，

商家往往会乘机用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长

期办卡。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频繁出现门店倒闭、

经营者跑路等问题。消费者要对各种预付式

消费办卡提高警惕，不要一次性充入过多金

额，避免承担较大风险。要与经营者签订书面

协议，明确约定预付卡的折扣力度、使用范

围、消费期限、转让要求、退款条件及违约责

任等内容，不要轻信商家的口头承诺。

另外，消费者需依法理性维权，防止网络

诈骗。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消费，消费者都应保

留好消费票据、聊天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生消

费纠纷，积极与商家协商，必要时可以向当地

消协或有关部门投诉，或拨打12315热线，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当前预付式消费

纠纷时有发生，消费者办理预付卡后，商家或

是暂停营业，或是卷款跑路，或是设置霸王条

款等，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春节期间，许多

商家可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预付费充值活动

来吸引消费者办卡。对此，消费者一定要结合

商家的信誉度和自身实际需要来办理。办理

预付卡时，不要一次性充值较大金额，尽量与

商家签订书面合同，并仔细审阅合同条款，明

确预付卡的使用范围、有效期限、功能、退卡

条件和违约责任等重要事项。

不盲目“为节消费”

北京市消协表示，应文明理性消费，避免

囤积浪费。节日期间，面对商家各种名目繁多

的促销活动，消费者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

不盲目跟风或抢购囤积，不接触野生动物，不

购买和食用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和来历不明的

食品。在网上消费时，要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商

家，仔细查看有关商品的留言评价，不要脱离

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不要轻信网络直播带货

宣传，不要因主播制造的“哄抢”氛围而冲动

消费。

今年春节黄金周各式各样的年货将成为

商家促销的重点产品。面对商家的各类促销

手段，消费者要擦亮双眼、保持理性，避免陷

入商家虚假打折、低价诱惑等“套路”。消费者

应尽量选择到正规商场、超市或电商平台等

选购商品，并注重商品的品质和特色，不过分

追求奢侈，不盲目“为节消费”。

此外，在选购时选择信誉良好的网店或

超市，不购买无生产企业名称、无生产日期、

无出厂地址的“三无”产品；二要按需适量购

买年货，以免囤积太多造成变质和浪费。在购

买进口冷链食品时，尽量不直接用手触碰，同

时做好外包装消毒等防范措施，烹饪时要烧

熟煮透；三要认真阅读食品外包装的生产日

期、保质期、保存条件等重要信息，科学保存、

及时食用。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蔺雨葳

市消协：不盲目“为节消费”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赵驰）

生鲜超市最高补助165万元、家政服

务网点最高补贴20万元……2月7日，

北京商报记者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

到，为推动通州区生活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满足通州区居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通州区商务局发布了

《关于申报2021年度通州区生活性服

务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行业标准规范要求新建或

规范提升的蔬菜零售、便民早餐、社

区超市、便利店、末端配送、家政服

务、洗染、理发、便民维修等便民商业

网点予以支持。

《通知》明确，营业执照成立日期

为2020年1月1日以后的企业，对新建

便民商业网点（设施）的店面装修、硬

件设备购置、房屋租金等费用给予支

持；营业执照成立日期为2020年1月1

日以前的企业，对在2020年1月1日以

后改造提升或增加其他便民服务功能

的便民商业网点（设施），只支持店面

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费用。此外，营业

执照成立日期为2020年1月1日以后

的企业，对新建社区菜市场项目，只支

持店面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费用。

此外，申报主体需保证获得财政

资金支持的所有便民商业网点自获

得补助资金之日起持续经营时间不

少于一年。对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项

目一年内有拆迁、停止营业、被吊销

营业执照等情形的，应在原址附近补

建或退回相应补助资金，所补建项目

不得再重复申报下一年度资金补助。

据了解，对符合支持条件的项

目，店面装修、硬件设备购置等费用

均按照不超过各项投入审定实际投

资额50%的标准给予支持，房屋租金

费用按照不超过实际租金的50%给

予支持，并且实际租金最高补助金额

不超过3元/■/ 日，每个品牌连锁企

业总支持金额不超过350万元。

与此同时，不同业态将根据各业

态具体支持标准给予补贴。其中，蔬

菜零售类网点中的社区菜店单个网

点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77万元，其中

租金补助不超过33万元；生鲜超市单

个网点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65万

元，其中租金补助不超过55万元；社

区菜市场单个网点补助金额最高不

超过165万元。

据介绍，此次申报共分为4批，第

一批申报项目在2021年2月25日前，

由乡镇、街道办事处初审后报通州区

商务局。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项目

可分别于5月15日、8月15日、10月15

前随时申报。

事实上，通州区正持续推进生活

性服务业品质提升行动。去年3月，通州

区商务局印发了《关于申报2020年通

州区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提升专项资金

项目的通知》。2020年度通州区商务局

共对20个网点予以资金支持，共拨付

项目资金738.05万元。

在连续性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

加快了通州区蔬菜零售、便利店、餐

饮、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数

据显示，2020年1-10月，通州区共完

成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建设提升

147个，其中包括便利蜂、谊品生鲜、

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连锁品牌。目

前，通州区实现社区便民网点100%

覆盖。

最高350万
通州将补助9类便民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