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轻人成为红色旅游核心消费群体

在特殊的时间节点，踏上特殊的红色线路，是今
年暑期不少年轻游客的出游选择。此前，据文化和
旅 游 部 数 据 中 心 的 综 合 测 算 ，2021 年 端 午 假 期 ，
87.9%的游客体验了红色旅游。值得注意的是，红色
旅游在年轻人当中广受欢迎。

无独有偶，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报告也提示了年
轻人对红色旅游的热衷。同程旅行报告显示，“Z 世
代”（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统指受到互联网、智能
手机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在各类红色文旅
产品的消费用户中占比接近 60%。携程报告显示，红
色旅游用户年龄主要以“80后”“90后”为主，分别占比
38%和 31%。“90 后”人数相对 2019 年上半年增长近
40%。随着年轻人的爱国热忱不断高涨，“00后”参加
红色旅游的人数显著增长；上半年通过携程下单红色
旅游景区的“00后”，比 2019年同期增长约 2.5倍。

携程旅游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表示，随着
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大众化、常态化趋势，红色旅游也
逐渐走入大众视野。尤其是当代年轻群体，参与红
色旅游的比例逐渐提升。拉近红色旅游与年轻人之
间的距离是当今旅游企业的课题之一。

同程旅行数据显示，“Z世代”偏好的红色旅游目
的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延安、井冈山、长沙、南昌、遵

义、上海、郑州、武汉等地。携程平台浏览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最具人气的红色旅游目的地前十位中，
北京排在榜首，其后分别是南京、上海、长沙、延安、
嘉兴、遵义、韶山、南昌、安阳。总体来看，中国革命
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发生地以及拥有丰富红色文旅产
品的目的地相对更受欢迎。

将红色记忆融入研学之旅

在漳州，也有不少红色研学之旅近期发团，利用
红色资源，讲好漳州故事。红色景区正以崭新的面
貌、强大的磁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寻初心，补“精神
之钙”。

众所周知，漳州是福建重要的老区苏区，有着光
荣的革命历史，留存了许多壮美的红色遗迹。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红色文化旅游资源保护
开发，全市共有革命文物 100 个点，其中全国重点文

保单位 3 处，省级文保单位 24 处。毛主席率领红军
攻克漳州纪念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旧址和东山县
谷文昌纪念馆三处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此
外全市还有 10处国家级、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近年来，漳州大力发展红
色旅游，发挥纪念馆等红色基因库的作用，讲好党的
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使红色基因渗进血
液、浸入心扉。

将课堂放进蓝天碧水，融入红色记忆，研有所思，
学有所获，旅有所感，行有所成，这是当前各地积极开
展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的重要动力之一。近来，漳州
也启动了多批次红色研学之旅，包括厦门大学和漳州
职业技术学院参与的花样漳州红色文化旅游研学、闽
南日报社主办的 2021闽南日报社青少年研学之旅等。

■本报记者 张 晗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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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食品价格持续下降

从各月同比情况来看，2021年初，月同比价格延
续上年底下降行情，1 月、2 月分别下降 0.3%和 0.6%；
3 月份起转小幅上涨趋势，其中 3 月份上涨 0.2%，4
月 、5 月 均 仅 上 涨 0.1%；6 月 份 又 转 而 回 落 ，下 降
0.3%。因此，总体上 2021 年上半年各月同比价格处
于低位平稳运行的行情。

从各月环比情况来看，今年 1月份环比价格出现
一个最高点，上涨 1.3%，这是自 2020年 1月以来的最
大涨幅；2 月份涨幅明显回落，仅上涨 0.3%；3 月份起
环比价格则开始呈下降行情，3-5 月份分别下降
0.5%、0.4%和 0.6%，6月份持平。

其中，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4%，影响价格
总水平下降 0.47 个百分点。仅 1 月份食品同比价格
上涨 1.9%，2-6 月份均运行于负指数区间，6 月份跌
幅明显扩大，下降了 5.6%。

6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41.1%

猪肉价格的持续下降对食品价格运行产生了决
定性影响。上半年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22.0%，影响价
格总水平下降 0.55个百分点。

今年年初，受节假日影响，猪肉价格同比短暂小
幅上涨 1.3%，之后因生猪存量的增加以及节后消费
需求减少等因素，2 月份猪肉价格快速下降，同比跌
幅达 17.7%。此后猪肉价格跌幅逐渐扩大，6 月份猪
肉同比价格跌幅更为明显，下降了 41.1%。

鲜菜价格先涨后降

今年年初受寒潮天气影响，鲜菜产量下降，价格

大幅度上涨。因 1 月份环比价格高涨 20.9%，使得月
同比价格上涨了 17.8%；随着天气转好，鲜菜产量增
加，2 月份鲜菜价格快速回落，环比下降 14.7%，又因
去年同月鲜菜价格大涨，使得 2月份鲜菜同比价格由
涨转降，且下降幅度较大，下降了 11.2%；3-5 月份鲜
菜价格持续下降；5 月底至 6 月初，又因暴雨等强对
流天气对鲜菜种植产生影响，6月份鲜菜环比价格上
涨 10.9%，但同比价格仍下降了 9.6%，影响价格总水
平下降 0.22个百分点，影响率达 71.0%。

水产品价格呈稳中小幅上涨趋势

今年 1 月份，水产品环比价格上涨 3.8%，但受去
年春节错月以及疫情的影响，去年同月水产品价格居
高位，使得 1月份同比价格下降了 4.2%；2月份春节期
间，虾蟹类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拉动水产品环比价格
大幅上涨了 11.3%，2月份水产品同比价格上涨 3.4%，
此后水产品价格一直保持稳中小幅上涨的趋势；5月
份，禁渔期的到来对海水鱼和淡水鱼价格有所影响，
但总体价格还算稳定，5-6月份同比均上涨 2.0%。

6月份蛋价同比涨幅创两年来新高

上半年蛋类价格累计上涨 12.1%。今年 1月份蛋
类 价 格 结 束 上 年 低 位 行 情 ，环 比 价 格 大 幅 上 涨
19.3%，之后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起伏变化，除 3月份
环比下降 5.6%、6 月份环比小幅下降 0.5%外，其他月
份环比价格均是上涨或持平。环比价格的上涨也拉
动了同比价格的持续高位上涨，6月份蛋类价格比去
年同月上涨 23.2%，创近两年来历史新高。

鲜果同比价格处于较高水平

上半年鲜果价格同比上涨 6.8%。从环比情况来
看，上半年鲜果价格上涨行情并不明显，仅年初 1-2月
份鲜果环比价格持续上涨 3.8%和 2.1%，3-4月份基本
持平。5月份随着夏季水果陆续上市，鲜果价格开始
下降，5-6 月份分别下降了 4.3%、2.3%。但因去年同
期受疫情防控影响，鲜果销量、价格均受影响，价格处
于较低位，使得今年 1-6月份鲜果同比价格处于较高
水平，1-2月份分别上涨 3.0%和 3.6%，3-4月份出现大
幅度的上涨，分别上涨 10.0%和 13.1%，到 5 月份同比
涨幅开始收窄，5-6月份分别上涨 7.2%、4.6%。

粮食价格同比小幅上涨

上半年粮食价格同比小幅上涨 1.4%。从环比来
看，1-6 月份粮食价格稳中有降，1 月份环比微涨
0.7%，2-4月份基本持平，到 5月份环比下降 1.8%，但
6 月份立马又上调 1.4%，总体上价格起伏不大，较为
稳定。因去年底粮食价格连续上涨，在翘尾因素影
响下，前 3个月同比价格上涨较多，分别上涨了 3.5%、
2.2%和 2.4%，4-6 月份同比涨幅收窄，其中，4 月份基
本持平，5-6月份同比仅微涨了 0.5%和 0.2%。

在外餐饮价格连续 4个月下降

2021年初在外餐饮价格延续 2020年上涨行情，1
月份环比价格上涨 3.6%；2月份起猪肉、鲜菜等原材料
价格下降，但春节期间人员工资上涨，使得 2月份环比
价格仍小幅上涨 0.8%。猪肉价格的持续下降，使得餐
饮业成本跟着下降，3月份起在外餐饮环比价格由涨转
降，且连续下降 4个月。在环比价格持续下降的影响
下，在外餐饮同比涨幅逐月收窄，6月份同比价格已与
去年同月持平，上半年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上涨3.7%。

八大类商品“五降三涨”

上半年，市辖区八大类商品价格行情呈“五降三
涨”的态势。其中，生活用品及服务、食品烟酒、居
住、教育文化娱乐和其他用品及服务同比分别下降
了 0.8%、0.5%、0.2%、0.1%和 5.0%；衣着、交通通信和
医疗保健同比分别上涨了 2.2%、0.8%和 0.7%。

汽油等能源价格上涨明显

上半年汽油、柴油等能源价格上涨明显，6月份能
源价格同比上涨 10.2%，上半年总的同比上涨了 3.4%。
受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上半年工业品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 0.8个百分点，其中，水泥、板材等住房装潢材
料价格上涨较为明显，上半年水泥和板材价格分别同
比上涨了 4.3%和 6.0%，其他住房装潢材料价格同比上
涨了 4.0%。另外，受国际金价上涨影响，上半年金饰品
价格同比上涨了 5.0%；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得当，形势
好转，清明、五一、端午节假期出游人数增大，在外住宿
价格也有所上涨，上半年在外住宿价格同比上涨6.1%。

■本报记者 陈铃清 通讯员 赖艳玲

上半年漳州市辖区上半年漳州市辖区
CPICPI同比下降同比下降00..11%%

红色七月 用脚步丈量“漳州红”

七月遍地红。“七一”前后，红色旅游
不断升温。不少在线旅游机构发布了红
色旅游相关数据，表明红色旅游市场呈
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并且，随着暑期
到来，年轻游客的红色旅游参与度显著
提高。

这个红色七月，你计划好去哪些红
色景点重温历史、缅怀先烈、接受洗礼了
吗？正好，近期漳州市文旅局发布了 10
条红色线路，可以给大家出行做个参考。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漳
州调查队获悉，2021 年上半年，
漳州市辖区居民消费价格平

稳运行，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 0.1%。

进入三伏天，标志着全年最
热的日子到来了，最近有不少市
民赶往医院接受三伏灸中医治
疗，以期达到冬病夏治的效果。
也有不少市民图省事，选择上网
购买药物自己贴敷,对此,中医提
醒：三伏灸有疗效，但并非人人都
适合,自行购药贴敷有风险。

中医疗法受青睐
三伏灸预约火爆

近日，记者在市中医院康复
科看到，里面烟雾缭绕，阵阵艾香
扑鼻而来，虽然不是初伏首日，但
仍有不少市民在做三伏灸。

市中医院康复科主任赵学田
介绍：“每年三伏天的时间不固
定，要按照干支纪日法进行计算，
今年初伏是在 7 月 11 日，中伏在
7 月 21 日，末伏在 7 月 31 日。初
伏当天来做三伏灸的市民达到
200 多人，老中青各个年龄段都
有，上百人坐在一起艾灸、贴药的
场面十分壮观。”

赵学田还表示，虽然三伏灸
在初伏、中伏、末伏这三天贴药效
果最好，但万一错过了时间，也
同样可以贴敷。“入伏 10 日内（7
月 11 日至 7 月 20 日）都可以进行
初伏灸 ，如果错过了初伏这 10
天，也可以在 7 月 31 日当天进行
补伏。”

疗法重在坚持
并非人人皆宜

三伏灸广受青睐，主要是有
冬病夏治的疗效。赵学田介绍，
所谓的冬病夏治，是指冬季里容
易发作的疾病，例如哮喘、支气
管炎、反复感冒、关节疼痛等，以
及 一 些 虚 寒 性 的 疾 病 ，例 如 怕
冷、胃寒、宫寒等，在夏天阳气最
盛的时候进行调理，能够使症状
得到改善。

他表示：“三伏天气温高，人
体毛孔大开，应用具有温通经络
作用的三伏灸药物，对穴位进行
温热刺激，有助于温经散寒、通经
活络，从而起到冬病夏治和治未
病的效果。”

市民王老先生在市中医院做
三伏灸近二十年了，他告诉记者：

“我有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很难根
治，一旦发作起来有缺氧窒息感，
非常痛苦，发病以后需要服用激素
类和抗菌类的药物进行控制。后
来医生建议我尝试三伏灸治疗，连
续做了几年以后，发病次数慢慢变
少，发作的时候症状也不似从前那
么严重，所以我每年都来做三伏
灸，现在哮喘病已经很少发作了。”

有人常年进行三伏灸治疗，
也有一些市民是头一次尝试这种
中医疗法。专家提醒，三伏灸治
疗不可能一蹴而就，通常连续做
三年疗效才会凸显出来，如果做
一年停一年，效果会大打折扣。

另外，三伏灸虽好，但并非人
人皆宜，虚火旺者、肺炎及多种感

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支气管哮
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发作期、孕妇、
有严重心肺功能疾患者，属于过
敏体质，对贴敷药物极敏感人群，
皮肤病患者等均不适宜进行三伏
灸。

网购三伏贴有风险
建议听从医生指导

目前，漳州市医院、市中医
院、市第三医院以及不少乡镇卫
生院均开办三伏灸诊疗服务。除
了到医疗机构进行三伏灸治疗之
外，也有一些市民图方便，选择在
网上购买三伏贴，在家自行贴敷。

对此，市中医院康复科及儿
科的中医药方面专家均认为，网
上购买三伏贴药片在家自行贴敷
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首先，这些贴片所使用的药
材来源不明，安全性难以保障。
三伏贴里面所使用的部分药材药
性较为猛烈，例如白芥子，这味药
能让毛细血管扩张，有利于药物
更好地渗透到皮肤里，但它也会
对皮肤产生刺激，出现发泡的情
况 ，所 以 三 伏 灸 也 被 称 为 发 泡
灸。因此，三伏贴里药物的配比
也必须非常慎重，否则会出现过
敏等不良反应。

其次，自己在家里对着穴位
图贴敷药物，可能无法准确把握
正确穴位。有一些病症需要对特
殊穴位进行加强，没有相关中医
学知识和经验是无法做到辨证取
穴的。如果穴位贴敷不准确，就
会徒劳无功，无法起到疗效。

除此之外，贴药的时间也因人
而异，没有相关医学知识和经验难
以把握。每个人皮肤的敏感度不
同，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护人
员会时刻观察市民贴药后的反应，
通常贴至皮肤潮红或者略微起泡
即可，一旦用药者出现皮肤过度刺
激等不良反应时，医护人员能够及
时进行有效处理，以免出现皮肤发
泡严重，最后留疤的情况。

为小儿进行三伏灸更加需要
慎重，市中医院儿科主任林荣琨
表示：“儿童皮肤细嫩，小孩所用
的三伏贴药物配比和贴敷时间都
与成人不同，把控也更加严格，为
此我们医院专门开设了针对儿童
的三伏灸诊疗服务。”他建议，通
常儿童要到 2 岁半以后再做三伏
灸，儿童能够表达贴药的感受后
贴药会更加安全。

据了解，市中医院每年在为
市民进行三伏灸之前，都会提前
由医务人员进行多次试药，预估
这批药的最佳贴敷时间，制定不
良反应应急预案，以确保市民用
药安全。

从专业角度来看，三伏灸是一
种中医的治疗行为，专业的事情应
该由专业的人来做，建议市民做三
伏灸治疗还是选择正规的医疗机
构，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进行。

■本报记者 陈铃清

三伏灸疗法受青睐
网购药贴需慎重

2021 年的上海孕婴童展奶
粉展区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焦
虑感。

上海孕婴童展素有行业风向
标之称，今年的孕婴童展奶粉和
营养品展区的规模是近几年来最
小的一次，此前几年，作为母婴的
核心产品，婴幼儿配方奶粉和营
养品往往要占到两个完整的展馆
区域，而单单奶粉企业就要占到
1 个半左右，但今年奶粉和营养
品的参展企业加起来才刚刚占满
一个展馆。

今年参展企业的数量和往年
比也有变化，伊利、蒙牛、惠氏、健
合集团等原本常年参加孕婴童展
的大型奶粉企业今年绝大多数缺
席了展会，这和 2019 年 5~6 家大
奶粉品牌集体抢在孕婴童展密集
推新和宣布起用新的品牌代言人
的“盛况”完全不同，今非昔比。

这样的变化背后，也是上半
年国内艰难的奶粉生意的侧面体
现。2021 年上半年，国内婴幼儿
配方奶粉行情惨淡。在品牌集中
度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大品牌
厮杀价格，渠道商受殃及，“该压
的货一点没少”，有经销商这样说
道。整个行业面临动销难题。

中小品牌更是走上生死关
口，一方面库存积压，如处理不好
则很难熬过今年年底，另一方面，
多数品牌配方注册将在 2023 年
初到期，届时将成为“掉队”新国
标品牌的生意终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轮行
业调整中，外资奶粉品牌也在调

整策略，希望重启推动新一轮渠
道下沉，从三四线市场抢食。

在孕婴童展期间，国际奶粉
巨头雅培推出了一款针对三四线
母 婴 渠 道 的 双 贝 吸 A2 奶 粉 新
品。而在不久前，惠氏也在其旗
下核心产品启赋系列中，加推了一
款针对三四线市场的 818 克规格
的渠道产品；今年 4 月底，达能也
在其青岛新工厂的基础上，在其核
心品牌诺优能旗下推出了针对下
线新兴市场的新婴配粉产品。

对于外资企业而言，并不愿
意轻易放弃渠道下沉的机会，除
了原本固守的一二线市场已经基
本饱和外，目前低线市场的生育意
愿更为强烈，也意味着更多的市场
空间，特别是在这一轮三至五线市
场品牌集中度提升带来的增长中，
外资品牌收到的红利很有限。

而新一轮外资品牌的渠道下
沉似乎更接地气一些，但最终能
否取得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望，
但外资品牌的新一轮渠道下沉，
也将加剧三至五线母婴渠道奶粉
市场的竞争程度。

至于格局何时才能得到重
塑，在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看来，
也许中国奶粉产业在 2023 年后
整体才会趋于向好。一方面，政
府高度重视人口出生，将陆续会
出台各方面促进人口生育政策，
预计人口出生率不会再下降，并
维持相对稳定水平；另一方面，奶
粉市场洗牌结束后，会再次形成
相对稳定竞争态势。

（据《第一财经日报》）

库存堆积价格战激烈
婴幼儿奶粉生意艰难

这个夏天，不少年轻人踏上红色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