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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

近日 ，26名西藏先心病患儿来到
全聚德烤鸭北京和平门店参观并品尝
烤鸭。今年8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
合北京安贞医院在西藏那曲地区开展
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活动， 共计
筛查300余名儿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
儿共31名。 此次由爱心企业捐赠145.7
万余元，中国红基会配套支持54.3万余
元。11日开始患儿将陆续接受治疗。

西藏先心病患儿抵京
手术前先尝烤鸭

10月12日， 广西南宁一商场举行
纯种猫选美比赛 ， 共有72只猫咪参
赛。 据悉， 参加该比赛的猫咪需要提
供3代以内直系亲属的血统证明方可
报名参赛。

广西南宁一商场
举行纯种猫选美比赛

胡杨林正值观赏季
呈现梦幻般金黄色

10月12日， 俄罗斯面包圈、 法国
红酒、 意大利披萨等美食亮相重庆大
学90周年校庆国际文化节， 各国美食
吸引民众尝鲜。 据悉， 本次国际文化
节以 “融多元文化， 庆九秩华诞” 为
主题， 内容包括世界风情展、 “感知
中国” 文化交流作品展等。

重庆大学国际文化节开幕
各国美食吸引民众尝鲜

金秋时节， 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腹
地内蒙古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 迎来
了一年中色彩最美的季节。 正值最佳
观赏期的大片胡杨林呈现出梦幻般的
金黄色， 吸引众多游人前来旅游观光、
拍摄动人心魄的美景。

热衷养生！年轻人激发保健市场热情

另类“朋克养生法”流行，曾经只有老年人关心的
话题，正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专供20岁， 5粒 ‘小丸子’， 叶黄素护眼、 胶原蛋白防衰老、 乳酸菌调理肠胃……”
起床洗漱后， 用温水吞服一袋综合维生素已经成为23岁杨悦的日常习惯， “吃完感觉元
气满满”。 时下， 像杨悦一样， “把保健品当零食、 养生成为日常习惯” 的80后、 90后群
体正在壮大。 养生， 这个曾经只有老年人关心的话题， 正在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啤酒加枸杞、 可乐放党参” “穿着破洞裤、 贴着暖宝宝” “一边熬夜、 一边敷面
膜” 等新潮另类的 “朋克养生法” 流行起来， 睡眠仪、 保温杯、 养生茶、 膳食补充剂等
传统保健产品也在年轻人中热销起来。

“从2007年开始关注养生资讯 ，
到近些年消费养生产品 ， 花了多少
钱， 我已经算不清楚了。” 今年， 李
华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30岁， 也迎来
了自己的孩子 。 “年龄大了 ， 养生
这件事迫在眉睫。”

以前偏爱消费护肤品的她，转而
将钱花在了养生上。 在问诊中医后，
李华竞为自己购置了食疗粉和中成
药。 李华竞坦言：“我也知道，养生有
部分是心理作用，不一定吃了什么就
能有效。 但我相信，养生与运动一样，

需要长期坚持才能看到效果。 ”
“养生产品很多， 但不知道哪种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 “对产品效果
也存在疑虑， 但试一试至少没坏处”
……记者采访发现 ， 很多年轻人虽
然受 “全龄养生潮 ” 影响 ， 但是大
多数时候只是 “跟风”。

目前 ， 市场上一些宣称有养生
功效的食品并不属于保健品范畴 ，
没有统一标准 ， 容易出现良莠不齐
的现象 。 以在电商平台热卖的养生
茶为例 ， 一些消费者反映某些商家

的茶包配料陈腐， 甚至有小虫出现。
此外 ， 还有年轻消费者反映 ， 一些
养生项目存在夸大 、 虚假宣传以及
引诱、 欺诈顾客消费等问题。

对此 ， 业内人士表示 ， 年轻人
的养生经济仍为蓝海 ， 具有可观的
商业价值。 商家应减少套路和忽悠，
提升产品的功效价值 ， 赋予产品更
多独特内涵 ， 以满足年轻群体的消
费需求与习惯 。 年轻人也需量力而
行， 理性消费养生产品。

摘自 《工人日报》

“等到生病要去医院， 就不是吃
几粒 ‘小丸子’ 那么简单了， 不如提
前保养。” 5年前， 经过朋友介绍， 杨
悦开始了人生第一单养生消费。 有家
族胃病史的她经常购买肠胃保健品，
还定期通过代购、 海淘等方式囤清肺
汤、 葡萄籽胶囊、 纳豆精华胶囊等保
健品。

据速途研究院发布的 《90后养生
报告》 显示， 国内长时间使用保健品
的90后占比21.9%， 近一半的90后偶
尔会使用， 而排斥保健品的90后群体
只占3.9%。

年轻人对养生的热衷， 极大调动
了市场的热情。 业内人士认为， 涵盖
健康饮食、 健身产业、 美容产业等诸
多领域的养生经济潜力巨大， 年轻人
养生消费更是 “全龄养生” 时代不可
低估的一桶金。

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来， 一些主
打膳食补充剂的品牌接连不断地推出
小包装、 轻食化、 潮设计的新产品，
有的还针对年轻白领等群体推出个性
化产品。

为更好地迎合追逐潮流、 标榜个
性的年轻消费者， 还有商家通过在热

门电视剧中植入广告、 发布漫画H5、
微信 、 宣传明星带货等方式进行营
销， 以期更早占领市场。

在一些年轻人聚集的电商平台
中 ， 记者以 “养生” 为关键字进行
搜索 ， 发现养生茶 、 养 生 壶 、 健
康养生书籍等产品类型丰 富 ， 销
量也不俗。

杨悦觉得长时间伏案工作、 久坐
不动、 晚睡早起， 身体肯定长期处于
亚健康状态。 “虽然平均每月在养生
上要花费2000元以上， 占到工资收入
的三分之一， 但我觉得很有必要。”

今年刚满31岁的陆凡是北京某互
联网公司的程序员， 无论是在家里还
是办公室， 陆凡的桌上都摆放着装满
瓶瓶罐罐的保健品盒子。

2006年， 在家人推荐下， 陆凡开
始吃蛋白粉。 “刚开始比较抵触， 毕
竟没事吃这个感觉很奇怪。 但一段时
间后 ， 以前长期的肠胃不适有了改
善， 于是也就接受了。” 陆凡算了一
笔账， 目前， 他每月在蛋白粉、 基础

维生素等膳食补充剂上需要花费约
1300元。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不能等到
失去时才意识到。” 在且忙且养生的
陆凡看来， 快节奏的生活、 高压力的
工作、 老年病年轻化的趋势、 健康意
识的提高， 都是年轻一代开始养生的
原因。

据2018年发布的 “国人健康关注
度大数据” 显示， 在30岁以下年龄组

中， 血管、 血糖、 高血压、 枸杞、 泡
脚、 生姜、 肠胃、 养肝、 尿酸和补肾
等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养生热词。

在消费市场中， 年轻人已经展现
出巨大的养生需求。 据生活服务平台
口碑网发布的消费大数据， 在线下健
康养生市场的用户中， 年轻人占比正
在提高。 26岁以下的90后消费者， 在
足疗按摩、 中医养生等健康养生项目
中的消费占比达到29.6%。

年轻群体且忙且养生

商家搅动保养生意经

理性消费养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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