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 日，参观者
在浮梁县寒溪村挑选

艺术展文创用品。 当
日 ， “艺 术 在 浮 梁
2021”艺术展在江西
省浮梁县臧湾乡寒

溪村开幕。 此次展览
项目采用“大地艺术”
的形式，以寒溪村全村
为展示区域，邀请日本、
意大利、中国等 5 个国家

的 26 位艺术家进行艺术创
作 ，在假日期间打造一个 “没

有屋顶的乡村美术馆”。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密室、轰趴、野餐，“95后”“心消费”体验一下？
沉浸式剧情密室、轰趴、野餐……这个“五

一”，远离“人从众”，约上好友，与兴趣相伴，体
验“社交+科技、艺术、音乐、休闲”不同组合之
美，成为许多“95后”过节的“心选择”。

“在一个 100 多平方米的超大空间，我们
站在中间，突然两边下起瓢泼大雨，然后时间
‘静止’，你会看到雨滴‘悬空’。 随后时间‘逆
转’，雨滴跟着‘倒流’。我们都尖叫了，现场非常
炫酷”……这是来自上海的“95后”大众点评达
人颜小昕所描述的沉浸式剧情密室体验场景。

与人们印象中以“恐怖”为主打的密室不
同，现在的密室体验正逐渐成为融合科技、艺
术、文学、音乐、视觉呈现等多重元素于一体
的产业，并不断“吸粉”，消费群体日益扩大。

“比如通过 VR 技术，体验者可以在冰与
火的场景里任意切换。 ” 从业人员楚女士介
绍， 玩家和小伙伴们可以根据剧本， 通过换
装、道具等扮演角色。 “与电影、舞台剧等艺术
不同，‘亲历+交互’式体验令人印象深刻。 ”

一场密室体验 5 人至 8 人参加， 价格基
本上每人百元起步， 体验稍好些的在 300 元
至 500 元之间，价格高的甚至每人接近 1000
元。记者查阅平台发现，密室游戏排期与电影
场次极为相似———按时间和场次排期， 多家
商户“五一”排期显示“已订满”。

业内人士认为， 密室产业拉动的不仅仅
是消费。未来，其给文学、音乐、科技等领域带
来的发展也不可小觑。

“新密室体验理念 ” 正不断延展并跨
“圈”。在科研人员、互联网从业人员以及多所
高校师生聚集的北京市昌平区，“五一” 期间
结合新生代消费群体打造的“青年造趣节”等
活动受到关注。 活动内容之一是将商场作为
“密室点”，联合商户策划“寻宝”游戏，吸引年
轻消费者。

“看重消费品背后令自己身心愉悦的价
值，愿意为‘心头好’买单。 ”在“青年造趣节”
项目策划负责人孙丽娟看来，用“心消费”形
容“95 后”更为恰当。

相较于“社交+科技+文艺”的沉浸式剧情
密室过节，“社交+休闲”的轰趴、露营、野餐体验
也成为许多“95后”这个“五一”的“心选择”。

“今年‘五一’消费情况比较乐观，这几天
都有客人来，年轻人多，亲友聚会的也有。 ”3
日，上海一家轰趴馆负责人说。

“和朋友们在城市郊区的院落里休闲度
假非常惬意。 ”在一线城市工作的“95 后”白
领小刘告诉记者，参加轰趴的十来个年轻人，
或是自己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大家聚在
一起唱歌、桌游、手工制作。

“放松压力、休闲娱乐的同时，还可以结
交朋友，欣赏田园风光。 ”小刘告诉记者，有条
件的地方还可以游泳、采摘。 晚上，还可以在
星空下的户外聚餐。

“郊区条件稍微好些的院落，两天的费用
大约 5000 元。 平摊下来每人 500 元以内，还
可以住宿一晚，性价比高。 ”小刘说。

互联网平台小红书数据显示，除轰趴外，
露营、野餐等过节方式热度不减。 5 月 1 日小
红书露营搜索量同比增长 2.27 倍。 一些青年
群体用户发布笔记综合数据显示， 野餐正与
潮流美食相结合，饮料、低度酒、水果等调制
饮品及 DIY 特色火锅等受到欢迎。 后备箱野
餐、沙滩野餐等新方式也引发跟风。

“新兴过节方式之所以受到喜欢，在于年
轻人更强调社交属性与参与感，喜欢尝试、创
新，追求与众不同的体验。 ”小红书有关负责
人说。

远离“人从众”的节日消费选择多样。 飞
猪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全国多个城市举办
音乐会。约上好友，来一场跨城听觉盛宴成为
许多“95 后”“00 后”的选择。 来自美团休闲板
块的数据显示，“95 后”消费者在该板块消费
中的占比高达 47%，“90 后”“95 后”消费者共
计占比超过 80%。

“与‘70 后’‘80 后’相比，‘90 后’‘95 后’
更愿意为服务、智力成果等‘软件’买单，‘值
得’成为这部分群体是否购买的重要衡量因
素。 这意味着今后我国消费可能会迎
来智力创造消费热点时代，更多消
费业态和消费模式有望产生。 ”
京东大数据研究院首席数据
官刘晖说。

业内人士指出 ，“95
后”“心消费”激发多种
新兴消费业态产生的
同时， 也为行业监管
及消费者人身安全
及相关权益保障提
出新挑战。以密室体
验为例，相关企业资
质、知识产权保护、体
验者人身安全保障以
及剧本内容是否积极
健康等均需引起高度关
注， 以便为青年群体健康
成长及行业自身发展营造更
加健康、良好的社会环境。
新华社记者 熊琳 陈爱平 胡旭

（新华社北京 5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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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国潮”忙打卡、跟着“盲盒”去旅行、
潮玩音乐享不停……这个“五一”小长假，“Z
世代”（一般指出生于 1995 年至 2009 年的人
群）别具一格的度假消费新体验，勾勒出他们
对“美好生活”定义的又一个侧面，也折射出
我国消费复苏的强劲韧性和升级潜能。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遗址，以前主
要被一些历史文化爱好者追捧，今年 3月因为
震惊世人的考古新发现高光“出圈”，成为文旅
界的新晋网红，“种草” 大批年轻人。 据了解，
“五一”小长假前 3天，三星堆博物馆累计接待
游客 6万多人，远超 2019年同期游客量。

“五一”假期首日，三星堆新上两款青铜
面具“娃娃头”冰淇淋，当天上午就被一抢而
空。冰淇淋设计师俸世雄介绍，未来还会有青
铜大立人、 青铜鸟头等多款造型和多种口味
的产品上市，让来三星堆的游客有看的、有吃
的，还能发朋友圈。

在网红导流、直播打卡、盲盒开箱等高社
交属性旅游推广新模式带动下， 一批类似广
汉这样的新兴“网红”城市、“小众”景点的热
度明显提升。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 西北西南
“五一”热门旅游目的地“黑马”频出，西宁、乌
鲁木齐、 兰州和丁真家乡四川甘孜搜索热度
同比分别涨超 630%、500%、380%和 510%。同
时，年轻人喜爱的潮玩音乐、汉服体验、极客
飞行等“新奇特”度假体验也广受欢迎。

“太嗨了，快被‘炸’晕了，要的就是这种
感觉！ ”5 月 3 日晚， 成都融创文旅城热气球
电音派对现场霓虹闪耀、声浪环绕，西安“95
后”女孩小姚挥舞荧光棒随着节奏动感起舞。
她头天专门赶到成都， 和几个本地朋友约好
一同参加这场假日潮流音乐聚会。

成都融创文旅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更
好满足年轻人消费需求，这个“五一”专门推
出了电音派对、滑翔伞飞行、气球嘉年华、滑
雪公开课等多样化的游玩项目和沉浸式场景
体验，让大家充分释放蛰伏许久的出行热情。

“‘95 后’甚至‘00 后’正踏在消费的潮头
浪尖，他们的消费规模和体量日益强大，这些
消费新势力也必然成为商家在节假日期间的
精准营销对象。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研究
所所长张恩碧分析，年轻人重视多样化、品质
化的消费体验，涌现出来的新业态各具特色。

在北京昌平青年造趣节， 潮流运动发烧
友纷纷体验滑板、轮滑和攀岩；在上海，国潮
音乐嘉年华的舞台掀起时尚热浪，音乐爱好
者尽享全方位的潮燃 Live 体验；在重庆解放
碑等核心商圈及特色街区 ，华风巡游 、名猫
大展、二次元狂欢派对等潮流主题活动轮番
上演……

“这一辈的年轻人物质世界更加丰富，知
识视野更加广阔，也更崇尚个性、兴趣多元和
喜爱社交。 ”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

说，有报告显示，“Z 世代”群体规模达 2.6 亿
人，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度假还是日常，他
们的消费主张都更加强调参与感和体验感。

以近几年火热的汉服为例， 爱好者初期
可能只是被其独特的古风装束所吸引， 好看
好玩就够了。 但在当下一些资深汉服爱好者
看来，华美的衣服背后还蕴藏着故事和文化，
他们不仅讲究穿戴的精致， 更追求设计的规
范和搭配的准确。

“我们会研究衣着的样式、图案，以及簪
子、步摇、团扇、发冠等饰品的由来和演变。 ”
“95 后”汉服爱好者高妍说，穿汉服上街或者
参加活动已经不是新鲜事， 尤其是汉服从一
个小众爱好出圈成为大众关注点之后， 很多
人愿意围绕它做一些更深层次的事情。

企查查数据显示， 近几年我国新增注册
汉服相关企业数量逐年上涨，尤其是 2019 年
猛增 900 家，目前已达到 2000 多家。 武汉、西
安、杭州、成都、广州、苏州、上海、合肥、南京
等地汉服企业分布较多，发展成为新兴产业。

杨继瑞认为 ，当代年轻人个性化 、多元
化等标签的背后，其实是自我价值实现的消
费态度，以及对“美好生活 ”的全新定义 ，并
且渐渐地将视线投向了传统文化和本土品
牌，助推一些小众兴趣爱好发展为大众消费
热点，“考古文旅热”“国潮热”都是代表性的
市场风向。

消费新生代正在崛起，消
费新势能也正在集聚。受访专
家建议，无论是政府制定消费
政策，还是企业的经营决策都
要高度关注这一代人的代际
特征，满足他们的新需求。 把
握住这一代人，就把握住了未
来中国消费的基本盘。

新华社记者 胡旭

熊琳 陈爱平 （新华社成
都 5月 5日电）

荩 这是在四川省广汉

市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

1986 年出土于三星堆
2 号 “祭祀坑 ”的青
铜大立人 （3 月 17
日摄）。 三星堆遗址
今年 3 月因为震惊
世人的考古新发

现高光“出圈”，成
为文旅界的新晋

网红，“种草”大批
年轻人。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今日关注··消费新生代

“Z世代”的“美好生活”你 get了吗 ？？？？？
跟着“盲盒”去旅行
你会“双厨狂喜”吗？

今年“五一”前夕，“机票盲盒”成为社交平台最火的
话题之一。 “盲盒+旅行”，你期待的这场邂逅会“双厨狂
喜”（网络用语，指一项作品同时融合了自己喜欢的两件
事物，内心很高兴）吗？

根据同程旅行平台的规则，花费 98元（含税）可以开
启一张指定出发地、随机目的地和随机出发时间的国内机
票。 记者 “抽”了一次“机票盲盒”，开出一张 5月 24日、星
期一晚上 8时从无锡前往贵阳的机票。 对于这张机票，可
以在 30分钟内选择锁定，也可以选择放弃并获得退款。

携程、飞猪等平台也推出了旅游类盲盒。例如，携程
推出覆盖全国 20 多个城市的“酒店+机票”盲盒，在“开
盒”过程中则需要好友助力。

同程旅行机票盲盒产品负责人张超介绍，去年 7月，
公司为促进复工复产，第一次推出线下“机票盲盒”。今年

在线盲盒新增双人机票、往返机票、“五一”旺季票等抽中概率
非常小的“隐藏款”并简化了“开盒”规则，主要目的是吸引“95
后”这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据了解，该平台 4月 22日至 26日
的第二轮 “机票盲盒” 活动中， 参与用户有超过 65%是“90
后”，24%是“00后”。 年轻人是“机票盲盒”的主要参与者。

“95 后”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明显。 飞猪平台报告
称，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95 后”成为出游主力，占比 38%
并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 “他们喜欢尝鲜，不会亏待自己，喜
欢分享经历。这样的用户画像与盲盒消费者恰好有许多重合
的特征。 ”张超说。

以年轻人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盲盒经济”已从最初的“手
办”行业衍生至更多产业领域，河南博物院、三星堆等文博场
馆也推出了“考古盲盒”。

1996 年出生的上海市民王小姐今年“五一”假期将前往
郑州旅游，自称为“双厨狂喜”：灵动的舞蹈《唐宫夜宴》使她
对河南博物院充满向往。 近日，用河南博物院“考古盲盒”中
的“迷你洛阳铲”，在一块厚厚的黏土中，“开掘”出一方精致
的“迷你猪印章”，成为她出行的契机。 正如购买河南博物院
“考古盲盒”需在网络平台上定时“拼手速”，在旅游旺季预约
参观河南博物院也需要“快准狠”。

“盲盒热”反映着我国年轻人尤其是“95 后”的消费心理
和生活状态。 京东研究院负责人说，“95 后”崇尚个性、崇尚
体验、追求新鲜事物，他们希望通过消费来展示和实现自我
价值，对自身的兴趣和追求舍得投入。

盲盒的即时性让消费者在当下就能得到满足，并成为年
轻人共同的话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断言：“盲盒对于
‘95 后’，就像打弹珠、跳皮筋、拍画片、‘干脆面’等之于‘70
后’‘80 后’一样，能够激发同龄人的广泛共鸣。 ”

截至 4 月下旬，抖音平台上“机票盲盒”相关话题量突破
3.4 亿，众多年轻人用短视频记录下“开盒”经历，发起话题。
自我国常态化疫情防控以来，业界发现，年轻人喜欢通过视
频化的旅游内容释放“求放飞的心情”，这也让“盲盒+旅游+
视频或直播平台”碰撞出更多火花。

一位旅游平台负责人坦言，在机制设置合理、消费者权
益有保障的前提下，盲盒带起的社交话题和流量远远超过传
统营销活动效果，从某种意义上，买到便宜机票的消费者和
在社交平台上收获年轻人口碑的旅游平台实现了“双赢”。

但值得注意的是， 盲盒行业已渐渐暴露出一些乱象：过
度营销、虚假宣传、产品假冒伪劣、售后难保障、用盲盒“清库
存”等；“概率”营销可能助长投机心理，使消费者深陷其中，
养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部分年轻人“欲罢不能”甚
至“从此钱包是路人”。 业界呼吁，监管部门应进一步规范盲
盒经营模式，社会应倡导文明理性的消费习惯。

近日，中消协针对“五一”前夕的“机票盲盒”
热再度发布提醒： 要理性看待 ，“说走就

走”的旅行不可取 ，一定要通盘考虑
出行时间、用餐住宿、目的地情况。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熊琳 胡旭

（新华社上海 4月 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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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日，汉服爱好者在淮北市濉溪县濉溪古城内游玩。 近年来，汉服从一个小众爱好“出圈”成为大众关注点，发展成为新兴产业。 本报通讯员 黄鹤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