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高考结束，不少
高中毕业生选择在这个暑
期学车考驾照。然而，各
地驾校报名火热的背后，
暗藏着“低价引流”“低价
包过”等陷阱。学生和家
长在选择时要提高警惕，
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并
完善投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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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的主力军，传统产业要赢得年轻市
场，要敢于创新突破边界，以跨界碰撞激发活力，用文化植入唤醒认同，借社
交传播放大声量，以年轻化思维重构消费新链路，在传统与潮流的化学反应
中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7 月 8 日起，广州往返北京大
兴的南航航班取消值机截载时间，
旅客只需在航班计划起飞前 15 分
钟抵达登机口即可乘机。这一打
破国内机场提前 30 到 40 分钟截止
值机惯例的举措，被网友称为“史
上最宽松的登机政策”。“以后可以
像赶公交一样赶飞机”的热议背
后，不仅是公众对航空服务提质增
效的深切期待，更折射出服务业从

“管理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型的
时代呼声。

长期以来，提前40分钟截载如
同民航业的一条铁律，被视为保障
航班准点的“安全线”。但对旅客
而言，这意味着提前两小时抵达机
场成为常态，怕误机的焦虑始终萦
绕。此次的“一刻登机”，并非简单
的时间缩短，而是技术赋能与流程
重构共同作用的系统性变革。

这15分钟的突破，打破了安全
与效率只能二选一的思维定式，证
明安全不必靠刻板维持，效率可以
与体验并存。当规则设计真正围绕
人的需求展开，航空服务才能跳出
管理便利优先的惯性，在安全红线
与人文温度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

“像赶公交一样赶飞机”，道出
了对服务业的朴素诉求：规则不应
成为束缚。现实中，刻板规定时有
发生，如银行卡点关门、政务大厅提
前停号，这些“为管理方便”的规则，
渐渐让服务变成了被服务者的迁
就。当方便管理凌驾于方便群众之
上，规则便会沦为冰冷的壁垒，消解

着服务业应有的温度。
航空业作为对安全与效率要求

极高的“规则高地”，其改革具有示范
意义。此次南航试点明确了舱门关
闭前15分钟的红线，既守住了航空
安全的核心底线，又释放了服务优
化的弹性空间，值得所有服务业借
鉴。“一刻登机”不是取消所有限制，
而是用技术创新压缩冗余环节，把
节省出的时间还给旅客，既不触碰
安全红线，又能回应群众合理需求。

此次南航将试点限定在“广
州-大兴”航线，也体现了“小步试
错”的理性。两条航线均为大机
场、大机型，地勤保障能力强，旅客
对新技术接受度高，这些条件为改
革提供了可控环境。任何规则突
破都可能伴随质疑，有人担心15分
钟导致登机混乱，有人顾虑其他机
场难以复制，但改革的价值正在于
用实践回应问题。从局部试点到
全面推广，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升
级，渐进式改革既能规避风险，又
能为制度创新积累宝贵经验。

当年高铁“静音车厢”从争议
到认可，网约车从质疑到普及，都
证明创新需要“允许试错”的包
容。未来，随着技术成熟，“截载时
间”或许能根据航班大小、旅客流
量动态调整。让规则具备动态适
配的智慧，才能让航空出行真正告
别“必须提前多久到”的焦虑。

这场“截载革命”的意义，不只
是节省15分钟，更标志着服务业从

“我提供什么你接受什么”，转向
“你需要什么我优化什么”的质
变。当规则更懂人心、服务更贴需
求，公众的出行体验才能真正匹配
这个高效流动的时代。

“一刻登机”让规则更懂人心
孔德淇

前不久，缙云一款“黄茶+啤
酒”饮品推出两个月即售出 2 万多
件，销售额突破 300 万元。这种打
破行业边界进行产品创新的模式，
正成为近年来不少传统企业“圈粉”
年轻消费者的新途径。

这背后是消费市场的变化。当
下，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新型消费
的主力军，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产
品的使用价值，更关注产品的形象
价值和情绪价值，乐意为产品的设
计、创意、个性买单。他们更追求新
奇化体验和个性化表达，追求社交
媒体的互动效果，对年轻群体来说，
消费不仅是一种购买行为，还代表
着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自我表达、一
种社交方式。传统企业只有跳出单
一的功能性思维，通过跨界融合、文

化赋能、社交“破圈”等方式创新消
费产品和消费场景，才能俘获年轻
消费者的“芳心”。

跨界融合正成为产业发展的新
趋势。近年来，各类跨界融合的成
功案例屡见不鲜，如瑞幸与茅台联
名推出的“酱香拿铁”创下日销售额
破亿的纪录，光明乳业与冠生园联
手推出的大白兔雪糕受到年轻人欢
迎，崂山白花蛇草水牵手国际知名
咖啡品牌 Tims 推出的崂山白花蛇
草冷萃迅速走红社交媒体……这些
产品，或以反差感激发好奇心，或以
童年回忆唤起情感共鸣，或以新奇
体验激发社交分享欲望，为年轻消
费者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然而，
跨界融合并非简单的“1+1”，将两
个毫无关联的品牌或产品强行拼

凑，以“奇葩”组合制造话题、博取眼
球，而需建立在品牌调性契合、用户
群体互补、产品逻辑相通的基础上，
进行高质量的产品开发、高水平的
创新营销，才能实现“1+1>2”的效
果。

文化赋能也是俘获年轻人“芳
心”的关键。得物App数据显示，融
入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正受到年轻
消费者热捧。文化认同感正在年轻
群体中形成一股强大的消费驱动
力。对此，不少传统企业开始在产
品设计和消费场景中融入文化元
素，如制药品牌马应龙与湖北省博
物馆联名推出国潮妆奁礼盒“楚
盒”，设计构思来源于国宝级文物彩
绘车马出行图圆奁；北京稻香村零
号店将二十四节气文化融入产品设

计和门店体验，推出谷雨椿芽酥、春
分太阳糕等时令新品，还随着季节
调整店内装饰。不少传统企业本身
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底蕴，关键在
于通过产品的创新设计激活文化基
因、讲好品牌故事。

当下，社交媒体已成为年轻人
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微
博、小红书、抖音、B 站等社交媒体
不仅是信息传播的渠道，更是年轻
人表达自我、寻求共鸣的空间。传
统企业应与时俱进，在这些平台上
与年轻人建立密切的情感链接，通
过内容共创、话题营销、KOL 合作
等方式，激发他们的参与感和分享
欲，让产品成为一种“社交符号”，真
正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形
成“破圈”效应。

总之，传统产业要赢得年轻市
场，要敢于创新突破边界，以跨界碰
撞激发活力，用文化植入唤醒认同，
借社交传播放大声量，以年轻化思维
重构消费新链路，在传统与潮流的化
学反应中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用年轻语境重构消费链路
王秋蕊

一人一宠，
田园牧歌，曾是乡
村野趣的美好景
象。近年来，随着
情感需求的升级，

“陪伴消费”开始在城市慢慢兴起，“它
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军消费市
场。从单纯的饲养行为扩展至食品、
用品、服务、文创等全产业链，以“宠
物+”思维发展新业态成为城市经济转
型的新赛道。

包容性极强的宠物消费市场正
在形成。传统宠物图谱已被打破，
从猫狗鸟鱼到异宠萌物，年轻消费
群体正以多元审美重构宠物生态，
也折射出情感消费的升级迭代。有
统计显示，去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
已突破3000亿元，中国农业大学甚
至在今年新设了宠物本科专业。龙
泉“昆虫复活师”将自然科普与蒸汽
朋克美学结合，赋予死亡昆虫二次
生命；丽水“爱宠”女孩开起了宠物烘
焙店……宠物产业已从“刚需型消
费”转向“情感型消费”，宠物食品、智
能用品、殡葬服务等细分领域的开
发，让昆虫标本艺术化、宠物烘焙定
制、宠物主题民宿等创新业态蓬勃
涌现。

从产品到业态的全链条布局。要
释放“它经济”的发展潜能，可从食品、
用品、服务等多方面发力突破，构建完
整的产业链条。比如依托线下场景，
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差异化产品，以
丽水为例，可结合各县（市、区）高山的

“有机食品”、生态产品等，开发优质宠
物配餐或者宠物零食，发挥“丽水山

耕”品牌优势；招商引资时可瞄准宠物
智能设备等细分赛道，如GPS项圈、自
动喂食器等项目；也可延伸本地古村、
青瓷、宝剑等文化特色，吸引如朋克甲
虫等年轻业态入驻，跳开村咖、石蛙养
殖等同质化项目的怪圈，打造萌宠民
宿等具有优质吸引力的新业态。

政策供给与场景落地“双轮驱
动”。面对“它经济”的蓬勃需求，政
府需在规划层面主动破解宠物友好
型公共场所稀缺、特色宠物文旅项
目少、配套和行业标准缺失等问题，
推进“它经济”产业纵深发展。应完
善宠物友好基础设施，打造独具特
色的人宠互动社交空间，可借鉴成
都“宠物公园”、上海“携宠出行定制
专线”等经验，在景区、公共交通中划
定宠物专属区域；同时在商场等公
共场所试点建立粪便清理、应急医
疗等配套机制，化解“宠物该不该进
公共场所”的社会争议。可培育“宠
物+文旅”特色IP，地方可策划宠物
主题节庆活动，或开发宠物专属旅
游路线，吸引城市养宠人群。应强
化产业政策引导扶持，对宠物食品
加工、文创设计等新兴企业给予优
惠政策支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培养宠物营养学、动物医学等人
才队伍；推动行业协会制定宠物行
业服务标准，规范市场秩序等。

综上，深究细抓业态创新、政策
适配与场景营造等，接住“它经济”的
现实流量，转化为消费升级的增量，
激发文旅创新和地方发展的新动
能，曾经的“边缘经济”也可变成“主
流赛道”。

掘金“它经济”
解锁城市消费流量密码

余庆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最新发布的
《康养蓝皮书》中，丽水再次跻身“中国
康养可持续发展能力20强市”名单。
自2020年起，丽水已连续六年蝉联该
榜单，成为全省唯一稳居此列的“生态
优等生”。这份殊荣背后，不仅是丽水
生态优势的彰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的鲜活注脚。

丽水的“长寿基因”早已刻入山
水肌理。作为全国唯一的地级市

“中国长寿之乡”，这里森林覆盖率
达81.7%，生态环境状况指数连续21
年位居浙江首位。行走在云和梯
田，1200多米垂直高差的云雾间，负
氧离子含量远超城市数十倍；流连
于凤阳山麓，184座千米以上山峰构
成天然绿色屏障。大自然馈赠的

“九山半水半分田”，为康养产业铺
就了最深厚的自然底盘。好生态不
会自动变现，关键在于守护与转

化。多年来，丽水坚持守护生态，让
绿水青山成为康养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活水源泉”。

面对日益增长的康养需求，丽水
以创新之笔在生态画卷上挥毫泼
墨。当地瞄准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
探索“食养”“药养”“水养”“体养”“文
养”“气养”等休闲养生产业，如“食
养”依托“丽水山耕”生态农产品，“药
养”深挖2478种中草药资源，“体养”
发展森林徒步与梯田运动，“文养”融
合畲族文化与黄帝文化，“水养”开发
优质水源，“气养”打造高山氧吧、发
展高山经济等。多元业态交织，让康
养产业从单一疗养升级为复合型养
生体验。康养产业的创新发展更体
现在对银发群体的精准服务上。如
在云和梯田景区，适老化改造处处可
见，无障碍通道延伸至观景台，医疗
站点覆盖游览动线，木玩工坊开发银

发益智玩具，农家乐菜单定制低盐餐
食……大康养时代背景之下，丽水探
索康养产业的创新实践，让“秀山丽
水走一走，活过九十九”的民谚有了
新时代注解。

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又为丽
水架设了从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桥梁。丽水作为国家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这里的绿水青
山不是静止的风景，而是“会呼吸的
GDP”。丽水发展康养产业探索转
化路径，其核心在于激活三大价值
引擎：一是以“丽水山耕”区域公用
品牌为载体，推动农产品价值跃升，
如龙泉仙仁村“长寿大米”通过品质
认证实现溢价300%，油茶、荷叶茶等
特色养生产品形成产业链增值效
应；二是创新“康养600”小镇规划体
系，对 47 个优质生态资源点进行项
目化开发，重点培育 20 个主题康养

小镇，将森林覆盖率81.7%的生态本
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三
是构建“长寿之乡绿色发展联盟”，
联动69个长寿地区打造服务标准共
同体，推动“寿乡养生名优产品”品
牌化输出，实现从生态资源到服务
IP 的价值升华。这种“产品增值—
项目赋能—品牌溢价”的三阶转化
模式，也为山区城市生态价值转化
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丽水康养“六连冠”的持续领
跑，解码了大康养时代生态与产业
协同进化的核心逻辑——守绿固
本、模式革新、价值共生。丽水康养
产业的发展路径不仅契合“健康中
国 2030”战略下的全民健康管理需
求，更以生态资源资产化、康养服务
标准化、价值转化数字化等，为大康
养时代“生态+健康”的深度融合提
供了创新范式。

解码生态康养价值共生之道
姚一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