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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为不断回归理性，“把钱
花在刀刃上”，“悦己”消费成为更多
人的共识。理性消费是指消费者在消
费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经济条件量
入为出，适度消费，追求效用最大化。

在“超长预售”的风气愈演愈烈
的当下，预售操作“套路满满”：有商
家拖延发货、随意更改发货日期甚
至单方面撤单、不接受退换货；还有
商家打着预售幌子，将产品备货的
库存成本、时间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甚至还有“预售可能比现买还贵”。
不过过去的一年，拒绝超长预售、拒
绝“花钱受气”的消费者也越来越
多。此外，折扣店、二手交易网站等
业态，也越发成为消费者们热衷于
消费的平台。

“平替”火热，把钱花在“刚需”
上。消费市场购买力大增，消费者也
越来越“精明”，该省省该花花，从“疯

狂囤货”变“非刚需不购买”。平替的
字面意思是平价替代品，在彩妆、护
肤、零食等领域，平替产品相当普遍，
年轻人不再轻易为品牌溢价买单。而
许多消费者受够了冲动消费过后只
能“吃土”的日子，逐渐回归理性，懂
得规划消费习惯并落实理财计划，并
更乐于存下钱将其用于提升自我等
更大的目标上。在2022年的多个电商
狂欢节中，热门攻略从以往的“囤货
清单”变成现在的“不囤货清单”，年
轻人的口号也从“不买就亏了”变成

“不买才是省下 1个亿”。更注重理性
消费的年轻人开始流行“断舍离”和

“消费降级、品质升级”。在采访中，不
少消费者表示，购物决策不再以价格
作为唯一考量因素，而是兼顾对品
牌、品质、服务、价格等多重因素理性
判断。

■本报记者 王心如 文/图

悦己消费正当时
——2022年漳州消费盘点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往年临近春节时猪肉渐涨，但
前几天买猪肉，发现猪肉价格降
了不少，33 元就能买到一斤好
吃的排骨，去年 11月还要 38元
呢。”市民陈女士说道。

在市区新华市场，肉摊严老
板表示：“现在猪肉价格实惠。排
骨33元/斤、五花肉19元/斤、猪
蹄19元/斤、后腿肉16元/斤。早
上生意很好，我总共卖掉了 300
多斤的猪肉，排骨都卖光了，瘦
肉也没剩多少了。”在市区各大
超市，猪肉的价格与菜市场销售
的价格差不多，有些猪肉因优惠
活动更为实惠。如大润发（漳州
店），1 月 12 日前购买品牌猪、
牛、禽、骨类专柜全场 8.5折，排
骨折后价每斤 30 元左右，前腿
肉、后腿肉折后价每斤约17元。

“二师兄”跌价也反映到统
计数据上。据农业农村部监测，
截至 1月 9日 14时，全国农产品
批发市场猪肉平均价格为24.44
元/公斤，比上周五下降 2.7%，
较去年 11 月 1 日的 35.43 元/公

斤，下降 31.0%。记者查询市发
改委协办的“漳州菜篮子”网站，
网站公布的 2022年各市场平均
价格曲线图及今年 1 月各市场
平均价格曲线图显示，1月 9日
对比去年 11 月均价，我市猪瘦
肉、五花肉、带皮后腿肉、排骨的
价格也出现走低，比如猪瘦肉已
从 25.5 元/斤降至 24.33 元/斤；
带皮后腿肉已从17.4元/斤降至
16.67元/斤。

业内人士分析，猪肉持续降
价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
消费需求低迷。往年元旦、春节
都是猪肉的消费旺季，但疫情防
控政策放开后，餐饮消费不升反
降，家庭消费、加工消费锐减。另
一方面，生猪供应量上升，促使
生猪价格下降，据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统计，全国生猪平均价
已从去年 11月初 26.87元/公斤
跌到了 18.66 元/公斤。目前，猪
肉价格还有一定的回落空间，春
节前后，消费者或有望吃上“白
菜价”的猪肉。

■本报记者 林 露

寒冬的街头，总是会飘来烤红薯温
软香甜的气息。推着大炭炉卖烤红薯的
老大爷不用吆喝，烤红薯的香味儿老远
就能闻到，抬头张望，烤红薯摊总会在
某个角落静静矗立。红薯摊上，刚刚出
炉的烤红薯还冒着热气，被丢在炉火的
余烬里绶慢煨熟。一斤在8元到12元不
等，大的小的都有。“老板！来一个小点
的烤红薯！”市民杨莉停下电动车到一
个红薯摊前，老板拿了一个烤红薯熟练
地包好，“6元！扫这里！”还不忘叮嘱一
声“趁热吃！”

手握温软的烤红薯，一路上都能感
觉到温暖的气息。剥开黑黑的红薯皮，
露出金黄的果肉，上面还挂着渗出的焦
黄色果糖，烤红薯愈来愈浓的香气慢慢
暖了忽然而至的寒冬。

街边烤红薯为什么更好吃？除了
红薯品种，主要与烹调方式有关。首
先，红薯在烤的过程中，水分流失、糖
分浓缩；其次，随着温度的升高，红薯
中的部分淀粉会被分解成麦芽糖，甜
度相对更高。而且街边的烤红薯一般
都会在高温状态下持续被加热，分解
酶有时间将更多的淀粉变成糖，吃起
来就更甜了。如果是家用微波炉烤红
薯，一般烤的时间不久，而蒸煮，红薯
中的水分更高，吃起来就没那么甜
了。在吃街边的烤红薯时，会发现其

表面有较硬的、褐色的东西，吃起来
很甜，并不是刷了糖浆，而是红薯里
面的糖在高温下被浓缩，发生焦糖反
应的结果。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有“甘薯
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海中之人多
寿，而食甘薯故也”。红薯有健脾胃的功
效，但不管烤红薯有多美味，都不宜多
吃，越是脾胃虚弱、肠胃不好的人越不
能多吃，以免出现腹胀、嗳气、反酸等肠
胃不适症状。因为其中的糖分会增多胃
酸分泌，增加胃内压力，对于胃不好的
人来说，这会刺激溃疡面或胃黏膜，导
致胃部不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的推荐，建议每人每天吃薯类 50
克至100克。

吃街边烤红薯需注意烘烤设备的
卫生情况，注意挑选红薯外观，选择表
面光滑、干净、坚硬发亮的，而表面凹凸
不平、有小黑洞的红薯是不新鲜的，内
部有可能已经腐烂。注意不要挑圆滚滚
的，要长条形的，味道好些。时下热乎乎
的烤红薯，香甜可口，有的还烤得流出

“糖油”，很多人都是连皮一起吃下去。
建议市民不要连皮吃，因为红薯皮含有
较多的生物碱，食用过多会导致胃肠不
适，尤其是有黑色斑点的红薯皮更不能
食用，会引起中毒。

■本报记者 王心如

本报讯（记者 林 露）为进一步促
进特殊食品经营者依法规范经营，提升
特殊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
识、打造示范标杆，漳州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创建涵盖批发企业、商超、药店和
母婴店等不同经营类型的特殊食品经
营示范店。2022年，全市完成创建特殊
食品经营示范店920家。

据了解，2022年初，市市场监管局
将创建特殊食品规范经营示范店列入
特殊食品工作要点，印发《漳州市特殊
食品经营示范店建设工作方案》《漳州

市特殊食品规范经营指南》，要求各地
选取辖区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较强、
经营规范化程度较高的特殊食品经营
单位参与创建，创建任务数为辖区特殊
食品经营者数量的 10%～20%。设置特
殊食品经营单位资质合法、索证索票、
进货查验、产品摆放、标签、说明书规范
以及警示语等相关规范的标准。

同时，对经营示范店加大监管力度
和监管频率，确保其特殊食品来源可
溯，经营行为诚信规范。安排专人负责
跟进特殊食品经营店示范建设的指导，
督促经营者按照《漳州市特殊食品规范
经营指南》要求开展自查，健全特殊食

品安全管理相关制度，确保创建工作取
得实效。结合特殊食品科普宣传月活动
在全市广泛宣传示范店建设的意义、目
的和作用，引导经营者积极参加创建活
动。制作《漳州市特殊食品规范经营指
南》教学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头条、
抖音、微信群等推送给经营者学习。

2022年11月中旬，在全市范围开展
“一品一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及特殊食
品经营示范店等交叉检查（验收）工作，检
查（验收）组由县（区）局1名分管领导带
队，全市分15组对照《漳州市特殊食品规

范经营指南》开展交叉互评。通过交叉验
收，各县（区）能更加了解各自的优缺点，
加强工作的交流学习，起到了岗位练兵的
作用，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市局组
织对各地交叉验收上报材料进行严格复
核，并当场向被检查单位和属地监管部门
反馈考评结果，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2023 年，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
推动全市绝大多数以上的特殊食品经
营者达到或基本达到示范标准，提升特
殊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
实水平，通过示范创建，达到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我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
城市流通环节规范经营示范效应。

年味渐浓
猪肉价格持续降价

市面上猪肉供应丰富 林 露 摄

热气腾腾的烤红薯 你吃了吗？

我市创建特殊食品经营示范店
初见成效

“懒人”这个词似乎自带“流量”。主
打该消费人群的商品层出不穷，从而衍
生出“懒人经济”，“懒人经济”也逐渐成
为提升效率、提高生活品质的代名词。

从早期的电饼铛、微波炉、烤箱，
到如今的空气炸锅、炒菜料理机、智
能压力锅、蒸箱……智慧家居技术与
使用体验逐渐成熟，烹饪小家电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期待拥有效率更高、更舒适便捷
的居家生活体验。

“早上起床，用早餐一体机制作
热腾腾的早餐，中午只要提前准备好
食材，就可以用炒菜料理机备好一顿
美味的午餐。”市民杨思喻说，除了空
气炸锅，还有很多适合“懒人”的小家
电，使用快捷，清洗方便。在年轻人圈
子里，自己做饭逐渐升温。

除了智能的操作方式、个性化的
设计风格，烹饪小家电受欢迎的另一

个原因是来自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预制菜因为免洗、便捷、省时等
优点，成为逆风崛起的厨房新顶流，
在2022年狠狠刷了一波存在感。消费
也从“万物皆可空气炸锅”扩展到“万
物皆可预制菜”。麻辣小龙虾、金汤酸
菜鱼、小酥肉、糖醋排骨、胡椒猪肚鸡
……省去买菜、备菜、洗菜、切菜等工
序，只需简单加工，一道道色香味俱
全的菜肴便可轻松上桌。

“人人都是大厨”。2022年以来，省
时省心又饱含人间烟火气的预制菜成
为食品市场上的一匹黑马，走进千家
万户，解救了许多“厨房小白”。不少消
费者将其视为生活必备食品，消费持
续走高。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2年中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4196亿元，同比
增长21.3%，预计未来中国预制菜市场
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2026年预制菜
市场规模将达10720亿元。

新中式成为时下风潮。
我国的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

厚。2022年，茶馆有了新变化，新中式
茶室在许多城市街头崭露头角。装潢
复古、搭配了特色茶点，以“国潮风”为
卖点打造的新中式茶馆，抓住了当下
年轻人注重生活健康和质量的心理特
点，成功俘获一批年轻客户群体。

“围炉煮茶”也是不少消费者的
社交新方式。推开厚重的木门，一阵
茶香清香扑鼻，庭院中摆放着几张木
桌，铁丝网、土陶小泥炉、燃烧的炭
火，几颗橘子、红枣、桂圆，盛着沸腾
茶水的茶壶……围坐着三五成群的

消费者，有的侃天说地，有的拍照打
卡。除了到门店打卡，有不少消费者
也自行购买器具进行体验。

不仅是茶室，市区还有许多面包
店、咖啡店等店铺也加入了新中式元
素。满墙的书法字画和中式装潢、摆
件为市民带来更多样化的新潮体验。

消费者的线下体验，逐渐在互联
网上掀起一轮讨论热潮。记者以“新
中式”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截至目前，
小红书平台的相关笔记已超过232万
篇，以“围炉煮茶”在微博话题中搜
索，相关话题已有 1.8万讨论度，阅读
量达8363.8万。

当下，家门口的诗和远方被越来
越多消费者关注。

从市区西溪亲水公园、碧湖公园，
到南靖县书洋镇双峰村、长泰区陈巷
镇戴乾村，随处可见露营的人们。露营
的热度越来越高，实现了露营从小众
爱好到大众趋势的迅速转变，一跃成
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户外“顶流”。从
天幕到帐篷，从蛋卷桌到炊具，从投影
仪到照明灯……露营装备在户外运动
消费中的占比也不断增多。

随着以露营为代表的户外活动走
上风口，对场地需求不高，器材也较为
简单的各种小众运动也接连流行。如
滑板、飞盘、陆地冲浪、腰旗橄榄球等
新潮运动崛起，社交型运动初见锋芒。

凭借着装备亲民、门槛低、安全、
强社交、适合拍照等诸多优势，飞盘这
项曾经的小众运动迅速蹿红。跳跃、投

递，飞盘画出抛物线；奔跑、飞扑，众人
跑位接盘……点开小红书、微博、朋友
圈，总有人在上面展示着自己的飒爽
英姿。在运动场、公园里，越来越多的
飞盘活动正在进行，成为时下年轻人
的热门运动。《2022年轻人新潮运动报
告》显示，飞盘已经超越滑板和骑行，
成为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新潮运动。

此外，还有不少新兴运动项目也
“火”出了圈。譬如玩法自由多样的立
式桨板运动，除在水上滑行之外，还
可在板上野餐、瑜伽、垂钓等。同时，
这些运动还能排列组合，开启“露
营+”模式。

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也令消费
者在运动时开始追求更加专业、科学
的训练和指导。在专业性之外，契合不
同场景的运动装备也成为消费者对相
关产品的颜值、品质等的新要求。

居家更省心：
智能家居、预制菜成黑马

生活有情调：
新中式霸屏朋友圈

身心不辜负：
社交型运动初见锋芒

性价比受关注：
追求效用最大化 消费更理性

◀市民正在超市选购预制菜

采价日期：1月10日9:00-11:00 计量单位：元/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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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

/

/

7.50

8.90

/

10.90

17.90

8.98

3.68

1.99

5.98

1.99

4.98

5.98

6.58

2.98

4.99

4.98

8.98

3.99

6.98

16.58

10.58

27.98

53.98

46.8

12.98

6.98

8.98

24.98

10.98

19.98

3.98

6.58

0.98

3.98

0.98

4.98

7.98

3.98

1.98

3.98

5.98

6.98

7.58

6.00

24.00

18.00

38.00

55.00

50.00

14.00

7.00

7.50

20.00

10.00

15.00

6.00

3.50

2.50

5.00

3.00

4.00

7.00

5.00

3.00

3.50

4.00

8.00

8.00

8.00

24.00

17.00

37.00

52.00

48.00

13.00

7.50

8.00

22.00

10.00

15.00

6.00

4.50

3.00

5.00

3.00

5.00

6.50

5.00

3.50

4.50

5.00

7.00

6.00

7.00

25.00

16.00

37.00

53.00

50.00

14.00

6.50

7.50

20.00

10.00

14.00

6.00

4.50

2.50

5.00

2.50

5.50

7.50

5.00

3.00

4.50

6.00

7.00

7.00

7.80

18.80

14.80

26.80

55.93

44.88

12.60

5.99

7.60

26.80

12.80

19.80

4.78

3.58

1.99

6.98

1.38

4.98

9.98

4.98

1.95

4.58

4.98

8.40

9.90

备注：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更多市场行情请登录“漳州
菜篮子” http://www.zzclz.com

（漳州市发改委提供）

消
费
篇

消
费
篇

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
者的消费习惯和观念出现
了许多新变化，更新颖、更
成熟，也更理性。

本报讯（记者 林 露）春节
将至，水仙花的香味弥漫在我市
的街头巷尾。“雕刻好的水仙花
头每颗20元”“未雕刻的盆栽水
仙花每小盆 15 元，到春节正好
开花”……水仙花被摆在多家花
店的“C位”，吸引了许多市民驻
足挑选，老板们一边介绍一边忙
着收钱。

“2022年全市种下水仙花种
球约2000万粒。从往年的销售情
况来看，今年我市水仙花市场本
应供不应求，但此前受疫情防控

政策影响，近两周销售才快速恢
复。目前已销售了90%。”据漳州
市水仙花协会会长张文江介绍，
本年度水仙花种球分为特级品、
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四级品5
个等级。近期水仙花球的市场收
购价格与2022年年初相差不多。
比如鳞茎周长达25.5厘米及以上
的为特级品，收购价约10元；鳞
茎周长在22厘米～24厘米（含22
厘米）范围内的为二级品，收购价
约5元。预计未来一周，水仙花市
场价格将涨价20%～30%。

水仙花俏销 未来将涨价

▲“围炉煮茶”成为不少消费者的社交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