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8日，记者走访市内花卉市
场发现，长寿花、仙人球等抗辐射小盆
栽成了不少市民的首选。商家摆满了
海棠、吊兰、君子兰、蝴蝶兰、绿萝、风信
子等各色小盆栽，五彩缤纷香气扑鼻，
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摊主于飞告诉记者，春季花卉市场
和春节期间相比，不论是花卉的品种还
是数量都明显增多，许多花卉市场都换
了应季品种，小盆的绿色花卉受到市民
青睐。天暖了，想在家里养几盆花调整
一下心情的蔡晓详带着放学的女儿来
逛花市，五颜六色的花卉让女儿爱不释
手。“我女儿一会儿说这个好看，一会儿
说那个漂亮。逛到最后，她竟然和我
说，想每种花买一盆！”

与蔡小姐不同，办公室的白领苏兰
则更偏爱防辐射的盆栽。“最近天气变
暖，想买盆仙人球摆在办公室里，不仅
能防辐射，还会令心情愉悦很多。”记者
和摊主交谈了解到，像仙人球、芦荟这
样的盆栽，价格在10至15元，而且方
便打理、容易成活，成为不少白领办公
桌上的首选。

“目前有海棠、栀子、月季、玫瑰、绿

萝等30多个品种，比春节期间多了十
来个品种，数量也增加了不少。”据摊主
刘芳莫介绍，春季花市，盆栽卖得特别
好，大多数顾客会选择花期较长的盆栽
花卉，价格在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
20-50元的盆栽最受欢迎。

在花市里，前来买花的市民络绎不
绝。摊主陈贵平告诉记者，春天养花要
比别的季节容易成活和打理，再加上春
天搬家、结婚、开业的都比较多，所以买
花的市民越来越多。“仅以海棠花为例，
清明前后的这半个月，销售量比以往增
加了近一倍。”室内摆放花草不仅可净
化空气，还可陶冶情操，不过有些花卉
需要丰富的养护经验才能养好，所以在
购买时，最好选一些适合自己养护的花
卉。

而和往年不同的是，爱花的市民已
不满足直接将鲜花买回家观赏，而是更
加热衷买些花卉、绿植的种子，体验播
种的乐趣。记者在花卉市场看到，各种
花卉、绿植种子种类繁多，有报春花、满
天星、太阳花、蔷薇、文竹、含羞草等，每
袋花卉种子的标价在2-10元。

“买些种子亲手栽培，既能体验栽
种的乐趣，还能修身养性。和孩子一起
种植、管理，让孩子观察到小小种子从
发芽到开花结果的过程，既充满乐趣，
也很有意义。”市民孙颖宁对记者说。

眼下气温逐渐回暖，正是育苗的好
时节。花卉、绿植种子网上销售也十分
火爆。记者登录一家网店看到，仅一款
大波斯菊种子，一个月内销量就过万
件。店主介绍说，目前的日销量达到了
以往的十几倍，最受欢迎的还有小番茄
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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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打街

生活品质提升
居民消费趋于多元化

达州市城镇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显
示：2016年，城镇居民八大类消费全面
增长。其中，“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
信”和“生活用品及服务”增幅占据前三
强，同比分别增长12.49%、11.46%和
11.16%。基本需求支出占比，仍以食
品、居住和衣着为主，分别为40.43%、
16.45%和10.91%。

调查认为，达州市居民消费结构在
以“衣食为主”的消费结构下，生活品质
有所提升，正稳步向发展型或享受型转
变。

过去一年中，受房地产营业税、契
税双降，城区拆迁试行货币安置等政策
出台，全年新建商品房成交量、金额和
面积，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5.73%、
37.41%和37.36%。

汽车消费方面，受进口车关税下调
和国产经济型轿车大幅降价的拉动，居
民消费需求明显提升，特别是中青年购
车意愿强烈。在21-30岁年龄段中，有
41.9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近几年有购
车计划。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旅
游产业的发展，旅游消费已经成为居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调查显示，有
59.65%的受访者三年中有外出旅游。
其中，88%的受访者平均每年自费出游
约1-2次；9%的受访者平均每年自费
出游3-5次。

与传统消费相比，投资理财、医疗
保健、网络购物在近年来的消费领域中
也有较快发展。

收入低、物价上涨
影响居民消费

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达州
市城镇居民收支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达州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26016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总
水平在全省各市州居第17位。

另据调查发现，有57%的受访者认
为本地物价上涨较快，与周边城市相比
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子女教育”“购
房支出负担重”仍然是制约我市居民消
费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

从房产市场看，50%的受访者表示
其可承受的商品房单价为4500元/㎡
左右，但目前达州主城区商品住宅成交
均价基本在5200元/㎡上下浮动。为
此，不少有购房需求者更多持观望态
度，68.65%的受访者选择按揭支付。

教育支出方面也相对较高。幼儿
园年均支付学费、生活费 8000元（3
年），义务教育、中高等继续教育阶段年
均支付培训费、特长费等10000元（12
年），大学阶段的学费、生活费等年均支
付20000元（4年），即居民家庭每培养
一名子女的教育费用即大约需要花费
224000元，这对于至2016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刚达到26016元的达州城镇居
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项沉重负担。

此外，社会保障水平偏低也制约了
居民的进一步消费。虽然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日渐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了居民的后顾之忧，但由于现行的保障
体系还不够健全，如社保个人缴纳额度
较高、医保报销额度和范围有限等问题
依然存在，使居民对医疗、教育、养老等
方面的支出预期较高，导致居民家庭储
蓄比例偏高，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

增加居民收入
确保居民“能消费”

调查认为，增加居民收入是提升消
费能力的前提。因此，需从夯实居民收
入基础入手，加大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力度，在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
上，强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
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不断缩小
居民收入差距，补齐居民消费“短板”。
另一方面，努力扩大就业，多渠道、多层
次、多形式开发新的就业岗位，鼓励并
扶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扶持中
小企业以带动就业增长；加大创业培训
力度，提高创业培训率。

从我市多元消费结构来看，调查认
为，还要扩大消费刺激政策，引导居民

“会消费”。如，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鼓励居民适度消费，做到文明
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

当然，消费意愿取决于消费者是否
存在后顾之忧。调查建议，政府要继续
加大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努力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在政策上重点向百姓最
关心的养老、教育、医疗方面倾斜。

此外，调查还从改善综合环境出
发，给居民“爱消费”支招。如，通过继
续开展“五治”工程，改善自然生态环
境，使达州市真正成为宜居之地，从而
把居民“流出的消费”留下来；大力发展
现代物流产业，加强商业网点和电子商
务建设，消除消费者的时空制约；加强
食品安全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假冒
伪劣产品、价格欺诈、非法广告等各种
不法行为，为居民放心消费营造良好环
境。

达州城镇居民消费瓶颈待破

“不敢消费”仍是主要形态
近期，国家统计局达州调查队

围绕城镇居民衣食住行及旅游、理
财、医疗保健等方面，通过网上问
卷、实地调研的方式调查发现，达
州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正稳步向发
展型或享受型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回收的303份
有效问卷显示，因支配收入不足、
社会保障、消费环境等诸多因素影
响，“不敢消费”仍是主要形态。发
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尚
有瓶颈待破。

□柏丽 本报记者 李道全

应景花卉热销 个性育苗流行

市民把春天“种”进家
冬天的时候，由于冻伤、温

差过大、积水烂根等原因，不少
市民家里种的花都死掉不少。
趁着春天换新花，是很多市民的
选择，应景花卉一时热销起来。

□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
悉，市商务局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和扶持
重点，主动加强与国家商务部和省商务
厅的衔接汇报工作，及时编报项目规
划，全力做好向上争取工作，商务项目
申报取得显著成效。

据了解，近3年，我市先后被国家
商务部、发改委等10部委纳入全国66
个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被省商务厅
确定为省级服务业发展示范市、服务业

集聚区建设示范市，被省商务厅和发改
委确定为电子商务示范市；渠县、宣
汉县、万源市被国家商务部纳入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市），达川
区、通川区被省商务厅纳入全省电子商
务进农村（社区）示范县等项目，共争
取到国家、省级财政扶持资金近9500
万元，有效推动了全市商务工作再上新
台阶。

（何滔 本报记者 孟静）

市商务局项目争取捷报频传

近日，通川区东城办事处张家湾社区携手东城卫生服务
中心，针对60周岁以上居民开展了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满足
了居民对自身健康状况“早知道”的需求。

（刘梦莎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

张家湾社区免费为居民体检

运动习惯可以“传染”
想减肥？先交个喜欢运动的朋友！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运动习惯能够
“传染”，朋友的示范作用会让人跑得更
快、消耗更多的热量。

先前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肥胖，会
让其朋友出现肥胖的风险增长57%；如
果两个人视对方为亲密好友，其中一人
变胖时，另一个变胖的几率提高了
171%。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在英国
《自然�通讯》杂志上报告说，就像肥胖可
以“传染”，可能存在一种行为学机制，影
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为研究这个问题，
研究人员收集了约110万人的运动数
据，结合他们的海量社交网络信息一起
分析。结果发现，喜欢跑步的人最容易受
到好友的积极影响。平均来看，一个人每
多跑1公里，能让其好友多跑300米；多
跑10分钟，能让好友多跑3分钟。

研究人员尼古拉德斯说，这一现象
可能是人们的竞争心理造成的，不过这
种影响在两性中存在差别。男性的运动
习惯能对男性产生强烈影响，女性对男
性和女性的影响程度适中，男性对女性
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女性运动更多靠自
我规划和监督。 （新华社）

市民选购花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