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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助力搭建中美沟通桥梁
自1998年起，中信银行成为美国驻华

使馆在中国境内唯一官方授权代收赴美签
证费用和代传递再次赴美签证材料的银
行。在双方合作的二十年里，中信银行已
经帮助近2000万人次实现赴美旅程。

伴随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中信银行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优化“代缴费”业务。
从柜台到ATM，再到智慧柜台缴费，中信银
行为优化客户体验投入了大量的科技开发
力量。目前，中信银行已实现线上、线下美
签缴费功能的全渠道覆盖。

同时，中信银行利用覆盖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147个城市1400余个
网点的服务网络，以及强大的信息技术支
持，实现线上系统和线下人工服务的完美
配合，极大提升了客户办理美国签证业务

的体验。
为确保签证材料、护照安全，中信银

行设置了专职信使无缝对接使馆，并不断
优化传递材料管理、护照送取、分拣等工
作流程，保证申请材料、护照等重要证件
的安全。借助技术创新服务，中信银行还
推出签证在线查询进度服务，签证动态随
时掌握。

从提供美国签证服务开始，中信银行坚
持“为每一个出国梦想保驾护航”的初心，不
断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服务，以

“全球签+外汇业务主办行+出国留学蓝皮
书”作为业务特色，出国金融国际规划师作
为核心竞争力，打造线上加线下，金融加非
金融的一站式出国金融生态圈，将有温度的
服务延伸至每一位出国客户。 广告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经历了数年春节红包大
战洗礼，如今，发红包、抢红包就像吃
饺子、走亲戚、看春晚一样，已经成为
不少人过年的小仪式。红包营销也
成为BAT等机构的春节例行活动，那
么今年多少国人参与了这个游戏
呢？近日数家移动支付巨头相继公
布了战绩，为春节红包大战史又书写
了浓墨重彩一笔。

2 月 10 日，微信官方发布消息
称，除夕到初五期间，在微信中共发
生的消息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8.23亿人收发微信红包，同比
增长7.12%。除夕这一天，用户们在
微信上的活动最频繁，单日消息和朋
友圈信息量达到顶峰。其中，90后正
在成长为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主宰，实
现了发出最多条微信消息、最多条朋
友圈、最多个表情包，以及收发最多
次微信红包的“四个最”。

今年的红包大战，支付宝和百度
拿出了更多真金白银。今年大年三

十22时18分，是支付宝第四次搞集
五福开奖，集齐五福的用户可拼手气
工分5亿元现金红包。记者从支付
宝方面获悉，1月25日至除夕的11
天里，全国超过4.5亿人参与了该活
动。据悉，和去年相比，今年参与集
支 付 宝 五 福 的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了
40%。该活动今年还传递到了全球，
今年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海外华人在参与集福，香港用户则第
一次可以用自己的手机钱包扫福。

今年百度拿下央视春晚独家红
包赞助权，记者从度小满金融（原百
度金融）方面获悉，这次全球观众参
与共同瓜分 9 亿元现金红包大奖。
当晚4轮红包互动总次数更是达到
208亿，这一数据创出历史最高。

银联云闪付今年也不落人后，在
1月5日-2月4日长达1个月的时间
内，推出扫标识领红包、新人红包、还
款红包等活动。此外，今年红包队伍
还添了许多新玩家，比如抖音、快手
等短视频平台高调入局，纷纷向用户
下“红包雨”。

中国银联2月11日发布的最新
春节消费数据显示，除夕至初六放假
期间，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长假历
史新高，交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
达 1.16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71.4%。不仅国人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而且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赴中国
体验年味。

“今年春节消费有两个特点值得
关注：一是老百姓更舍得花钱，不论
是孝敬老人、奖励晚辈还是犒劳自
己，交易都有显著增长；二是文化娱
乐和旅游消费增长迅速，成为今年过
年的消费亮点。”中国银联数据分析
师陈汉说。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银联卡日常
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4.7%，高于平
均增幅。具体来看，黄金珠宝类消费
备受欢迎，金额同比增长超过9成，
不少人选择购置珠宝首饰，讨一个好
彩头。此外，买年货、逛庙会等传统
消费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年夜饭、团
圆饭预订尤为火爆。

文娱消费走俏，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春节期间，滑雪、健身等运动受

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喜爱，运动类消费
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老
百姓不仅追求身体健康，也注重文化
熏陶。赏话剧、看电影等文娱消费支
出大幅上涨，增幅超过1倍。宁夏、
内蒙古等西部省份娱乐消费支出同
比增幅最高。

旅游消费持续走高，移动支付成
新宠。今年春节假期，旅行社、大型
景区售票、宾馆住宿等旅行相关消费
金额同比增长超过9成。“一带一路”
沿线成为新兴热门旅行目的地，缅
甸、摩洛哥、印度、土耳其、芬兰等地
交易量显著增长。

随着受理环境的逐步完善，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青睐更加安全、快捷的
新兴支付方式，云闪付App等移动支
付产品受到欢迎。春节期间，银联移
动支付业务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
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5倍和4.4倍。

此外，有越来越多境外持卡人赴
中国体验年味。随着银联卡境外发
行突破1亿张，春节期间37个境外
市场的持卡人在境内用卡，交易金额
同比增长超过2成。 据新华社电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
……春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
为常的各种消费，可能要加收一定的
服务费。涨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
掏银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肉痛”。
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价，
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快递业春节开启值班模式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

递员返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
纷表示“春节快递不打烊”，但服务时效
和快递费用不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
为满足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于2月
3日至9日开启“春节模式”。在此期
间，为了保证春节期间的快递服务质
量，每票快件将加收10元服务费，同
时服务范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
班模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
徐勇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快递
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的做
法，符合市场规律。国家邮政局在部
署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
明确提出要严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
日期间薪酬保障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
迎来了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
市民杨宇卿从光谷打车去汉口火车
站。打开叫车软件后，平台显示每单
业务根据距离不同，要加收6到9元
的服务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
将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9
块钱我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
了司机口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
务费用，多数乘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
能及时打到车、服务质量好不好。

网红餐厅服务费“明码加价”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

阳高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在岛上
一家“网红”海鲜餐厅，游客排起了长
队等待就餐。慕名而来的山东游客徐
以峰拿到一份菜单，上面显示由于春
节因素，每道菜需要加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
不贵，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
右。加收5元服务费，相当于提高了
10%左右。“春节是旅游旺季，多数消
费者最怕的是开始不说清楚，后面胡
乱加价的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
涨价，大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
队就印证了这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
标价”式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
肯定和尊重。但他们同时也对消费
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
站、飞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
地游客报出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
在热门旅游城市的餐饮、集贸市场，
有些经营者表面看上去不涨价，暗地
里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的节
日添堵。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
加强，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
来越小。 据新华社电

春节消费迎来“开门红”。最新

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我国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突破1万亿元，

与此同时，银联网络交易总金额也首

次突破万亿级。两个“万亿级”既是

我国消费实力的展示，也是中国迈向

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结

果。

春节消费是观察中国消费实力

的一扇窗口，“黄金周”的亮眼数据再

次印证了我国近 14 亿人口大市场，

以及超 4 亿中等收入群体“买买买”

的巨大潜力。在消费连续多年成为

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当下，春节消费的

劲风无疑在2019年开年之际吹来阵

阵暖意。

春节消费强劲顺应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大势。智利车厘子、美国干

果、法国红酒等更多“洋年货”飞入寻

常百姓家；观影、旅游已成为一些人

过年的“必选项目”，春节期间电影票

房超过 50 亿元，假期旅游收入 5139

亿元，同比增长8.2%……从“有没有”

到“好不好”，从“吃得舒心”到“玩得

开心”，消费升级的背后是中国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春节消费强劲也得益于我国不

断扩大开放的努力。去年，我国举办

了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关税总

水平降至7.5%；进出口通关时间压缩

率超过50%；今年1月1日前，包括大

量进口食品在内的 700 余项商品实

施进口暂定税率，税率降幅最高超

50%……中国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务

实举措，既满足了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也为世界带来互利共赢的机

遇。

据新华社电

让消费“开门红”火下去

春节期间快递公司服务范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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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支付巨头公布红包战报

90后成为春节抢发红包主力

春节银联网络交易破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