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菜靠配送、看病靠在线问诊、上课靠网络直
播、健身也远程……疫情影响下，大家自觉“宅在
家”，带火了一批“宅经济”业态。“宅经济”是疫情影
响下的昙花一现，还是有更大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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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张斌

株洲日报讯 3 月 3 日，在醴陵市
2020 年“产业项目建设年”第一次集中
开工活动中，醴陵经开区恒茂鲲鹏计算
机产业配套基地、华联华瓷汇总部两个
重点项目同时开工建设。

近段时间以来，醴陵经开区坚持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在“早”字上
做文章，在“服务”上下功夫，多措并举
实现经济稳定运行。

项目建设来势看好。恒茂鲲鹏计算机
产业配套基地项目，拟投资 3亿元，主要着
力于鲲鹏服务器配套上游产业及其它周
边配套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致力于打造自

主可控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推动醴陵产业
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华联华瓷汇总
部项目是华联瓷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的重大项目，总投资2.68亿元。

今年，醴陵经开区共安排项目 86
个，其中湖南省重点项目 1 个，株洲市
重点项目 26个，醴陵市重点项目 72个，
计划一季度复工和新开工项目 53个。

企业复工热火朝天。在株洲时代金
属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在赶制西门子和中兴通讯的订单。公司
2月 10日复工以来，共接到订单 1000余
万元。华联瓷业复工 1 个多月来，订单
达 700 万美元，外贸发货突破 10 万件。
旗滨玻璃 5 条生产线全部复工，日产玻
璃 3100 吨。湖南旗滨节能玻璃有限公

司深加工玻璃生产线，本月初已试生
产。园区电商企业实行在家线上办公，
代表企业华联亿嘉前两个月销售收入
增幅达 25.5%。

企业早一天复工，就能在市场中抢
得先机。醴陵经开区成立企业复工人员
排查复核工作组，全面掌握复工人员的
身体状况和生活轨迹，共摸排 11000 余
人，无一人遗漏，无一家企业因摸排出现
用工障碍。80名园区干部进驻企业，担任
防疫联络员，为企业复工复产做好保障
服务。截至目前，该园区共向企业发放消
毒液 3吨、口罩 14万个、测温枪 100支。

截至目前，已有 32 个项目开工，园
区 300 多家企业复工率达 99.5%以上，
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工。

醴陵经开区坚持“两手抓”，抓出成效

32个项目开工 规上企业全复工
攸县
新上两条口罩生产线
株洲日报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左振华 刘晓聪

株洲日报讯 3月 5日，位于攸州工业园的湖南
大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两条口罩生产线建设施工现
场，施工人员不分昼夜对厂房进行改造和装修。

湖南大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攸县一家集中
药饮品系列产品生产、中药材种植、连锁药房销售
于一体的企业。疫情当前，口罩等防疫防护物资依
然紧缺，该公司决定筹集资金转型生产口罩，努力
缓解市场需求。在县委、县政府支持下，该公司仅
用两天时间就办好了转产等相关手续，并于近日
紧急购进了生产设备，计划增设两条口罩生产线。

据该公司董事长黄小乐介绍，连日来，该公司
每天三班人马轮番上阵，抓紧时间赶工期。按照计
划，公司将于 3月 10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5日左
右投产。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熊银 汤婷

株洲日报讯 近日，云龙
示范区龙头铺街道三搭桥社
区低保户汤罗春收到一家两
口 2月份低保金 600元，1月份
价格补贴 46 元，十分开心。据
悉，云龙示范区这两项补贴共
惠及 571 户困难家庭，发放总
金额达 243392元。

连日来，该区财政部门在
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
产的同时，集中力量、统筹安
排，优先保障基本民生支出，

顺利完成首批惠农惠民补贴
资金发放工作，共发放惠农惠
民补贴 16项，累计发放补贴资
金 191.28万元，惠及 4717人。

16 项补贴主要包括高龄
津贴、残疾人护理补贴补助资
金、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资金、城乡困
难群众一次性生活补贴等。其
中，民政补助资金共占 10 项。
今年，该区将围绕民生大事急
事难事，精准发力、补上短板，
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做好关键时点、困难人群的基
本生活保障。

云龙发放惠农惠民补贴
191万元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刘玉桂

株洲日报讯 3 月 3 日上
午，茶陵县紫荆花集中隔离点
传来好消息，首批 42 名集中
隔离人员顺利解除隔离。

当天，隔离点工作人员按
被隔离人员的详细住址，分三
批次安排专车送他们回家。临
行前，医护人员给他们进行了
健康指导，叮嘱其继续做好居
家隔离，加强自我防护。

“非常感谢紫荆花隔离点

工作人员，他们辛苦为我们服
务，维护我们的健康。回去后，我
会响应政府号召，居家隔离。”解
除隔离人员谭周平表示。

据了解，此次解除隔离人
员共 42人，他们从 2月 17日到 3
月 1日被集中隔离，隔离医学观
察期限已满 14天。隔离期间，他
们每天 2次体温检测均显正常，
未出现发热、干咳等相关症状，2
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经专业医
护人员现场检测评估，达到解除
隔离标准。此外，当天还将有 34
名留观人员解除隔离。

茶陵首批42名
集中隔离人员解除隔离

株洲日报记者 陈洲平
通讯员/周文

株洲日报讯 “大哥在家吗，我给你送口
罩来了。”3月 3日下午，茶陵县龙下灌区管理局
驻湖口镇浣溪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陈林旭来到
建档立卡贫困户陈长寿家中走访时说。

今年 50多岁的陈长寿，因妻子患病，家境
不好。2018 年，驻村帮扶工作队不仅为陈长寿

家争取了大病医保等政策，还牵线搭桥让他
与村里手艺人组建小型装修队。上周，买不到
口罩的他，打电话向工作队求助。

接到电话后，陈林旭走访了解，发现很多
贫困户因无口罩，不敢外出务工。随即，陈林旭
将情况反映给龙下灌区管理局，局长肖小文立
即联系多个药店和口罩生产企业，采购了 4000
多个口罩，由驻村工作队给每个贫困户家先发
放 10个，后续若有需要，再去采购。

龙下灌区给贫困户赠送口罩

株洲日报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胡小庆 彭丽娜

株洲日报讯 3 月 5 日，是全国第 57
个“学雷锋日”。共青团醴陵市委组织开展

“学雷锋、树新风，文明战‘疫’我先行”活
动，560 余名志愿者参加防疫宣传、卫生
清洁等志愿服务活动。

在醴陵城区奥特莱斯商业广场、步步

高超市等地，9 支青年志愿者分队免费发
放公筷 1200余双、爱心口罩 200余个，向群
众宣传防疫知识，倡导养成使用公筷公勺
的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据了解，新冠疫情发生后，醴陵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累计发动志愿服务组织 730
个，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6780场次，参与志愿
者达 64016人次，捐赠口罩 122020个，捐款
501427元，捐赠物资金额达811213元。

株洲日报记者 张洁
通讯员/丁时伟

株洲日报讯 3 月 2 日，
醴陵市举行“众志成城、共抗
疫情”爱心捐赠仪式，醴陵三
三一爱尔眼科医院向该市慈
善会捐款 10 万元，用于支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本地企业，我们想尽
绵薄之力，奉献我们的爱心，春
天已然到来，我们希望在一线防
疫的医护人员早日回家……”
在当天的捐赠仪式上，醴陵爱尔

眼科医院执行总经理陈开宇说，
此次专门通过湖南爱眼公益基
金会定向捐赠 10万元给醴陵，
就是为了实现发展在醴陵，理应
回报这座城市的初心。

1 月 30 日 ，醴 陵 市 慈 善
会、醴陵市红十字会联合发布
《呼吁社会各界参与支持疫情
防控的倡议书》，号召社会各
界伸援手、献爱心，风雨同舟，
共抗疫情。截至目前，该市慈
善会共募集捐款 195.26 万元，
醴陵市委疫情防控指挥部将
统一安排捐款，用于抗疫。

捐赠10万元助醴陵抗“疫”

志愿者向群众免费发放公筷。屈政亮 摄

文明战“疫”我先行

株洲日报记者 刘毅
通讯员/颜淑婷

株洲日报讯 “有了这张证，我可以安心
摆摊了。”3月 4日，石峰区先锋农贸市场，菜农
冯华正在售卖自己栽种的蔬菜，他言语中充满
感激。目前，石峰区已有 50名菜农获得了“自产
自销菜农证”，不比再与城管“躲猫猫”。

自产自销菜农的蔬菜新鲜，价格低廉，深
受居民喜爱，但由于无序摆摊设点，影响市容
环境卫生。尤其是在当前特殊时期，临担游走
街头不利于疫情防控。而这些菜农，大多数为
老年人，劝导困难，且摆摊多为补贴家用。

石峰区城管大队与辖区各农贸市场沟通，了

解临担区域设置情况，寻找一条便民惠民、疏堵
结合的路子，出台了《石峰区临担管理方案》。“通
过实地查看菜地等形式，区分菜农和菜贩子。自
产自销菜农进入农贸市场临担区域和便民疏导
点经营时，须持有《石峰区自产自销菜农证》，有
效期为 3个月。”该大队相关负责人说，有效期内
若城管队员发现其有占道经营等违规行为，依法
登记保存违规物品，并在菜农证上“违规行为”处
划勾，超过10次违规则取消当季度摆摊资格。

加大巡查力度。该大队每周组织开展大型
专项整治行动，依法取缔并严格处罚占道经营
行为，实现“零游商”的目标。目前，这种菜农证
还在继续发放，此举将推动流动摊贩管理模式
从“重复驱赶”向“引导经营”方向转变。

石峰区流动摊贩持证上岗

疫情过后，这些行业的火爆还会
持续吗？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生活、工
作逐步恢复调整，一些“宅经济”业态
难免会有所降温。但此次疫情促使数
字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也进一
步培育了线上消费习惯，相关行业需
要进一步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将疫
情期间的流量变现，才能实现可持续
发展。

“疫情客观上倒逼了电子商务发
展，但疫情过去都会正常化，生鲜到
家等业态未来会继续做大，但一些业
态可能就没之前那么火爆了。比如在
线教育，作为一种辅助技术是很好的
补充，但替代不了面对面、因材施教
的线下教学。”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说。

“线下机构的优势就是看得见的
服务、体验，现在被迫转到线上，老师
看不到学生的真实状态，效果大打折
扣。”一名培训班老师说。

相比线下教育，在线教育虽然有
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但劣势也比较
明显，个性化、互动性差，对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要求高，绝大多数家长依
然会选择线下培训。“如果在线教育无
法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火爆很难持
续。”一些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健身行业来说，“云健身”是
特殊时期健身房维系用户的权宜之
计。疫情过后，多数的健身还是会回归
线下。除了原来的会员之外，收获的流
量有多少能变现？“疫情让人们对健康
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长期来看，公众
对健身的需求呈上升趋势。”有从业者
认为，无论哪种形式，优质的服务才能
吸引客户。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现在谈扭转
生鲜电商行业局势还为时尚早。疫情
期间，受制于严格的社区进出管理制
度和避险心理，不少人转为线上购买，
但由于供应链等瓶颈，电商平台缺货、
增加运费、延时配送等问题让用户实
际体验并不好。疫情过后，需求会自然
回落。虽然培养了一些用户的消费习
惯，但最终能留下多少还是未知数。

“‘宅经济’本质上是互联网经济，
这种服务经济形态适应了新崛起的年
轻一代消费人群的消费习惯，即使疫
情结束之后，‘宅经济’会冷下来不少，
但整体仍会持续发展。”田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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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3月5日电

——直播健身。疫情期间，健身房闭店，不少健身
机构将业务从线下移到了线上，通过直播带领会员在
家健身。一兆韦德、威尔士等健身房都纷纷开启线上
直播教学课程，在线健身平台 Keep 运动直播累计参
与人数超过 5000 万，超级猩猩的抖音平台高峰时期
19万人在线观看，乐刻在快手平台的专题播放页面播
放量超千万。

直播健身直接带动了一些运动器材的热销。网红
主播李佳琦在直播卖瑜伽垫时，从说开始到 1.5 万个
瑜伽垫售罄，只用了 30几秒。

这些“宅经济”业态并非什么
新鲜事物，业内人士认为，疫情期间

“宅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类受益于
巨大的市场需求，比如生鲜电商、在
线医疗，还有一些属于相关行业的
自救叠加需求，比如在线教育、直播
健身等。

此前，围绕生鲜电商的话题多
是烧钱、亏损甚至倒闭，此次疫情让
生鲜电商脱颖而出，巨大的需求刺
激销售暴涨。一些平台数据显示，不
仅销售额大涨，客单价也有了显著
上涨。叮咚买菜数据显示，近期每日
新增用户 4 万多人，客单价增加约
70％。

火爆行情下，买菜成了“抢菜”，
多个平台需要预约配送名额，有的
甚至需要在零点预约。不少用户吐
槽，“买菜要拼手速，犹豫一下就约
不上了，即使约上了，也不一定能按
时收到。”

同样被需求刺激暴涨的还有在
线问诊。对疾病的担忧，去医院的风
险，疫情带来的多重焦虑让很多人
选择了新的途径——网上问诊。易
观数据显示，春节以来，互联网医疗
在线问诊领域独立 App 日活最高峰
接近 700万人。

而在线教育、直播健身的火爆，
却并非完全是由需求刺激的。疫情
期间，线下培训班全部停课，借由延

迟开学，多家教育培训机构以“停
课不停学”的名义迅速推出了免费
课程。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其实
这也属于行业自救。“线下停课令
很多培训机构承受巨大损失，学员
流失是其需要面对的最大危机。在
线教育一直以来获客成本较高，此
次的免费课让各机构都得到了海量
用户。”

同样，由于绝大多数健身房的
收入都来自线下，疫情期间门店无
法开业，不少健身机构面临危机。与
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合作录播
短视频、开展训练营直播业务、推出

“一对一”直播教学……多家健身机
构通过形式多样的“云健身”来“求
生”，而“宅够了”的公众也有健身需
求。数据显示，在不到一个月内，健
身机构乐刻推出的健身视频全网播
放量达 20亿。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认为，疫情打乱了众多以线
下 经 营 为 主 的 企 业 的 阵 脚 ，迎 合

“宅”需求，线下企业主动加速了线
上化。

疫情还扩大了“宅经济”受众
人群。互联网评论家丁道师表示，
原本“90 后”“00 后”是在宅文化中
成 长 起 来 的 ，他 们 是“ 宅 经 济 ”主
体，而这次疫情让更多年龄层也成
为用户。

火爆的“宅经济”

虽然宅在家，生活依然要继续，由此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近
期，不少互联网应用平台业务规模大增，下载量、用户使用时长和
用户活跃度等数据都明显提升。

——生鲜配送。蔬菜食品是刚需，巨大的需求推
动下，线上生鲜平台迎来暴涨。28 岁的张永明是叮咚
买菜上海的一名送菜员，以前他一天最多也就送 100
单，但近一个月来，他已经送了 4000多单。

数据显示，大多数生鲜平台的订单都爆发性增
长。京东到家的粮油副食商品、肉品销售额同比去年
春节增长 7倍，每日优鲜交易额同比去年春节增长约
4倍，苏宁到家业务规模同比增长 4倍……

——在线医疗。2 月以来，卫健委多次发文指
出，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的独特优势，
鼓励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复诊和药品
配送服务。

易观数据显示，疫情以来，30 余家互联网医疗平
台或企业针对疫情开展线上义诊及健康防护科普，跨
地域调动医生超 10万名。

“疫情期间，平安好医生 App 累计访问人次达
11.1 亿，新注册用户量增长 10 倍，新增用户日均问
诊量是平时的 9 倍。”平安好医生董事长兼 CEO 王
涛说。

——在线教育。学校延迟开学，学生全民开启在
线学习模式。多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及线下培训机构
纷纷推出在线免费课程，有数据显示，近期教育行业
App日均用户规模达到 1.27亿人。

在家上课直接拉动了相关电子产品销售。据苏宁
易购数据显示，近期学习所需的电脑、平板、打印机等
销量快速增长，其中打印机增长同比超 200％。

需求刺激、行业自救催生“宅经济”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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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
“宅经济”前景如何？3.

2.
漫画：火爆“宅经济”新华社发 王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