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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营销能为商家及消费者带来双
赢。”骆君雅说，微信朋友圈对于消费者来
说，本身是一种消遣娱乐方式，在娱乐过程
中随时随地获取商家推送的活动信息，可
更快捷地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

对于商家来说，微信营销具有成本
低、传播广、可借鉴性强、收益快等优
势。微信营销实质是广告的一种形式，
与楼宇广告、车体广告、灯箱广告、媒体
广告等相比，微信营销的费用大大降
低。此外，微信的传播面十分广，以“微
信朋友圈收集点赞换礼品”为例，一个人
转发并求“点赞”后，将会有几十人查阅
此广告信息，其间还会有更多人参与到
转发并求“点赞”中。

微博营销的这些特点大大缩短了商
家的收益周期。左星说，她的甜品店在
2013年12月31日推出集“赞”活动后，第
二天一大早刚开门，就有很多人前来排队

等待兑换甜品。活动效果来得如此之快，
是她没有想到的，至今，每天都有20余名
消费者来店兑换，其中，“点赞”收集最多
的有130余个。开业不到两个月，甜品店
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对于一个新店来说，
提升店面知名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益。”
左星坦言。

此外，商家可通过微信平台的数据库
进行客户信息管理，积累客户的年龄、性
别、消费习惯等信息，有利于企业长久发
展以及开拓其他市场。

本报记者 赵佳 武怡晗 文/图

临近春节，商家使出浑身解数，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
不少商家通过微信平台宣传、推广、促销，从发布优惠活动到朋友圈

“点赞”送礼品……微信营销逐渐成为商家营销新宠。我市微信营销
目前发展如何？微信营销能为商家及消费者带来哪些收益和实惠？
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发展？本报今起推出“关注微信营销”系列
报道，敬请关注。

关注微信营销

我国又多了两个西部经济增长极。上周，国
务院批复同意设立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
前者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和安顺市接合部，将着力打
造成为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和生态文明示范区；
后者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建成区之间，目的
在于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创新城市发展方式，把
西安建设成为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上周，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
年度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扣除
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6%。盘点外贸主体构成，民
营企业势头强劲，全年实现进出口值1.39万亿美
元，同比增长20.6%。

虽然进出口成绩喜人，但作为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GDP）排名年年攀升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的全球环境竞争力着实令人汗颜。上周，中国社科
院发布首部《全球环境竞争力报告（2013）》，对2012
年133个国家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排名，中国排第
87名，而前三名分别为瑞士、德国、挪威。目前中国
500多个大型城市中，环境空气质量能达到世界卫
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的可谓凤毛麟角。因此，向绿
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型，刻不容缓！

从1月1日起，我国按照10%的标准上调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已经是连续第10年上调
企业养老金。此次上调之后，全国企业退休人员
平均每月养老金将突破2000元。

此外，上周，一连串好消息接踵而至。2009年开
启的高铁投资盛宴，时隔5年再次迎来高潮。国家铁
路局上周公布：2014年将有12条高铁建成运营，投产
里程5353公里，加上2015年投产的12条，未来两年
之内，投产运营里程总计将达8887公里。将于今年
开通的12条高铁包括郑州至焦作铁路、郑州至开封
城际铁路等，而将于明年建成投产的高铁中，成渝客
专、郑徐客专、长株潭城际铁路特别令人期待。

上周，深圳市出台“一号文件”，将率先进行汇
率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或许会与上海形成在改革
势头上你追我赶的竞争局面。重庆市则推出“大
手笔”，用“企业上市、混合所有制、促投融资平台
转型、设立产业基金、公共产品价格实现市场化”
五大措施布局万亿国资改革，这一次，重庆国资扮
演的又将是先试先行的角色。 （赵志伟）

养老金“十连涨”
“高铁潮”再来袭

本报讯（记者 王蕾）昨日，2013中国经济高
峰论坛暨第十一届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在北京
举行。我市河南君兰影视动画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拓开入选“2013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物”。

中国经济人物评选活动于2003年开始举办，
被誉为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的评选活动之一。此
次评选活动由《环球时报》和《中国经济信息》共同主
办，揭晓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中国经济十大新闻
人物、中国经济十大杰出人物、中国经济十大创新人
物、中国经济最具竞争力城市等多个奖项。

王拓开入选
“2013中国经济
十大创新人物”

求“点赞”，
微信营销成新宠

最新优惠活动信息推送、转发信息参加优惠抽奖、关注微信账号赢优惠
券、朋友圈收集“点赞”换礼品……近段时间，类似的微信信息出现在不少消费
者的手机微信终端上。不仅商家开始青睐微信营销，一些专业的微信营销团
队也应运而生。微信营销，一方面能使商家以低投入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也
能让消费者便捷地享受实惠。

“微信扫一扫，享八五折优惠，还送
酸梅汤一壶。”近日，在涧西区珠江路一
家餐饮店里，每张餐桌上都贴有一张这
样的二维码宣传页。该餐饮店工作人
员介绍，消费者关注餐饮店官方微信号
后，不仅可享受上述优惠，还可不定期
收到该店的试吃、送菜品等优惠活动信
息。

记者走访我市多家餐饮店，发现开展
类似活动的商家不在少数，凡是关注商家
微信公众号的消费者，均能享受立减现
金、餐费折扣、送礼品等优惠。

左星是一家甜品店的负责人，在台
州、深圳等地拥有多家甜品连锁店。

2013 年 11 月，她在洛阳开了一家新店，
新店开业后生意并不理想。开业 1 个月
后，左星开通了该店的微信公众号，并推
出朋友圈集“赞”换甜品优惠活动，消费者
转发该活动信息并收集相应数目的“赞”
可享半价等优惠活动。

“利用微信营销平台推出该活动后，
收到不错效果，甜品店的客流量增长了至
少两倍。”左星说。

市民张一是微信爱好者，在她的微信
朋友圈内，关注了大量商家微信公众号，
她已通过参加微信中的各种优惠推广活
动，获得免费电影票、观影半价会员卡、玩
偶、餐饮代金券、美容体验券等。

广受青睐，微信营销成新宠

在各商家抢占微信营销平台的同时，不
少微信营销专业团队、公司也应运而生。一
些网络公司、科技公司、传媒公司纷纷推出
微信营销业务，帮助商家管理微信公众号、
为商家谋划优惠推广活动，同时为商家如
何更好利用微信平台提供专业培训。

我市某专业从事微信营销的公司企
划部负责人骆君雅介绍，微信原本是腾讯
推出的一款聊天软件，随着用户群体逐渐
增大，不少商家将其作为新型营销手段。
2013年，微信营销呈爆发式发展，深圳、
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商家纷纷利用微

信平台开展微信营销。
“我市商家微信营销也是从2013年

开始的，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骆君雅
说，目前我市利用微信营销的商家以服务
业为主，如餐饮、娱乐、美容美发等行业，
广泛分布于各种规模企业，既有老店，也
有新店。

“据我们了解，2013年11月，洛阳有
专业微信营销团队（公司）10家左右，只
过了短短一个多月，目前已有 20 家左
右。”骆君雅说，洛阳的微信营销正逐渐朝
专业化方向发展。

催生“微团队”，微信营销朝专业化发展

低投入快收益，微信营销优势明显

本报讯（见习记者 高峰）昨日，由35
名市民代表和15名摄影家代表组成的好来
历食品安全公众寻鉴监督团，来到好来历
建洛生产基地。寻鉴监督团现场观摩好来
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的生产全过程，见证
黄豆“变身”豆腐的奇妙过程。

当热烘烘的豆腐端到寻鉴监督团成
员面前时，寻鉴监督团成员争相试吃，赞
不绝口。“石磨老浆锅熬豆腐乡土气息浓
郁，味道朴实，吃过以后口中一直回荡着
浓浓的豆香，让人回味无穷。”市民张女士
说，这豆腐，唤起了她童年的记忆。

原汁原味的石磨老浆锅熬豆腐是如
何制作的？“制作豆腐的黄豆都经过精挑
细选，用的水是160米的深井水，质量和口
味绝对有保证。”好来历工作人员说。

在无污染的生产车间里，戴着口罩、
身穿蓝色统一服装的工人正在忙碌着。
工人将浸泡了20个小时左右的大豆用电
磨磨成豆浆，浆渣分离后，煮浆、点浆，最
后压制成型。

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鲜嫩可口、
味正醇香，秘诀在哪？我们采访了豆腐的
制作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洧川传统豆腐手艺传承人贾海泉师傅。
贾家从清代的乾隆末年就开始制作豆腐，

传到贾海泉这一辈，已经200多年了。
贾海泉介绍，最重要的就是“点”豆腐

的过程，好来历的豆腐不加任何添加剂，
全部用老浆“点”。

老浆是做豆腐过程中盛出来的浆水，

在自身的乳酸菌发酵作用下变酸而成
的。做一次豆腐留一次老浆，可以循环使
用，经老浆“点”出的豆腐色白、嫩软、韧
细、味美。

俗话说：“麻绳穿豆腐——提不起
来。”为什么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质
地坚韧，可用秤钩挂、麻绳提？

贾海泉解释，以前家家户户都是用石
磨磨豆腐来吃，后来石磨逐渐被打浆机取
代，原汁原味的石磨豆腐已经难吃得到。
现在将原来的人工石磨改装成了电动石
磨，不过工序一道不减，做出来的豆腐丝
毫不差。打浆机每分钟上千转，电动石磨
每分钟几十转，用电动石磨磨出来的豆腐
避免了豆浆的高温熟化，所以比打浆机做
出来的豆腐要韧、嫩、滑。

据介绍，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生
产线投产后，其营销网点也将公布。好来
历洞生瓦罐豆芽、井灌小麦石磨面粉、石
磨面粉馒头等一系列原生态优质安全食
品也将陆续推出。

最传统的工艺 最纯正的豆香

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正式投产

好来历石磨老浆锅熬豆腐生产线 高峰 摄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
7.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推动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公共文化服务面向基层、面向
农村，实现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农村
公共文化服务总量明显增加。群众性文体活动的
经常化、体系化程度明显提高。群众参与率达到
本省（区、市）的先进水平，人均参加文体活动的时
间每周不少于5小时。

8.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立了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
工作机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形成了有特点的
面向农民工的服务项目。有效整合和优化配置农
民工文化资源，农民工文化活动常态化，广大农民
工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明显提高。（龚雯）

示范区创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