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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618”购物节，既是促
进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节点，也是检
验消费复苏成色的“试金石”。今年

“618”促消费成效如何？“购物车”折射
哪些消费新变化？

促进消费复苏，线上线
下齐发力

京东“618”参与百亿补贴商品数
量达到 3 月的 10 倍以上；快手电商在

“618”期间投入百亿平台流量和 10 亿
元商品补贴；苏宁易购全国多家门店
为消费者提供以旧换新补贴、分期免
息等优惠……今年“618”，多家平台纷
纷升级优惠补贴力度，促进消费加快
复苏。

“作为网络零售的重要促销活动，
‘618’成为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中
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务首席专
家李鸣涛表示，今年“618”在加大优惠
补贴的同时，不少平台将促销规则化
繁为简，优化提升了消费体验，有利于
促进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线上促销火热的同时，不少线下
商业体也紧抓“618”契机，促进消费回
补升级。银泰百货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618”除了推出美妆服饰券之
外，银泰百货全国各城市门店还推出

了时装秀、迷你音乐节、游园会等一系
列丰富线下活动，吸引大批年轻消费
者前来体验和消费。

各平台陆续披露的“618”成绩
单，见证当下消费市场加速回暖的脚
步——京东平台近五成中小商家成交
额增长超 200％；天猫“618”开卖 4 小
时，手机数码家电类目超 30 家品牌成
交额破亿元；快手电商“618”前三天订
单量同比增长超 70％……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 月
份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2.7％。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
示，随着端午、暑期等消费旺季到来，
居民节假日休闲购物、出行旅游等消
费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季期
间，商务部还将组织推出“618 端午欢
乐购”等多个消费场景，为消费市场增
添更多信心活力。

垂直细分需求凸显，下
沉市场潜力释放

这个“618”，来自山东的“85 后”
创业者王明每天忙个不停，他做的是
一份“土”里淘金的生意。

“这几年园艺市场出现爆发式增
长，家庭园艺蔬菜、花卉绿植、营养土
等销量直线走高，我们的营养土店铺

成交额 5 年翻了 25 倍，2022 年成交额
达到 5000 万元。”王明说。

“新锐白领”“运动达人”“城市新
农人”……近年来，伴随消费升级脚步
加快，园艺花卉、户外骑行、露营飞盘
等众多“小而美”领域的细分需求凸
显 ，各 类 垂 直 市 场 加 速 崛 起 。 京 东

“618”数据显示，今年新产品、新品牌、
新品类上架数量明显增长，新品增长
对整体销售的贡献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超 30％。在得物 App，泡泡玛特、乐高
等潮玩品牌销售增长迅速，获得大批
年轻消费者青睐。

“小而美”破圈的同时，下沉市场
消费潜能也在加速释放。

苏宁易购零售云数据显示，“618”
期间，县镇市场新风健康空调销量同
比增长 86％，洗碗机、集成灶、嵌入式
烤 箱 销 量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达 89％ 、
61％、143％。来自电商平台发布的消
费趋势报告指出，下沉市场消费需求
正在与高线城市趋同，并日益呈现多
元、个性、悦己等新趋势。

专家表示，我国县域农村消费市
场潜力巨大，随着数字技术向低线城
市和乡村地区拓展延伸、农村数字化
流通体系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下沉
市场将为消费恢复和增长注入强劲动
能。

“数”“智”赋能，助力降
本增效优服务

超过 80 条自动分拣线，上万个智
能分拣机器人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日
均分拣超 450 万件包裹……“618”期
间，位于江苏的昆山亚一智能物流园
区内，集仓储、分拣、转运等功能于一
体的智能化网络高效运转。

“江浙沪皖等华东地区超 93％自
营订单都可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让
物流服务的时效和体验再次提升。”物
流园区负责人介绍。

AI 虚拟主播全天在线，满足多品
类、多场景直播需要；商家通过大数据
洞察用户需求，引导产品款式、颜色设
计；数智供应链每天给出超万条补货、
调拨等智能决策，有效提升供应链效
率……这个“618”，数字技术高速发展
正在助力更多实体商家降本增效、优
化服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王蕴
表示，随着“智能＋”消费生态体系加
快构建，“数”“智”技术将进一步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商品和服务供给
迈向中高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
需要，创造消费新增长点。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促消费加力、“小而美”破圈……

“618”购物节火热 加速消费市场回暖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殷晓圣

新华社天津 6 月 18 日电（记 者
白佳丽 张建新）近日，北方大范围高
温来袭冲上热搜，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超过 4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
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气
象台于 6 月 16 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
号。专家建议，高温天气更应关注儿
童身体健康，避免出现中暑、胃肠道疾
病等。

天津市儿童医院急诊科组长王丽
靖介绍，连续高温下，到医院急诊就诊
的儿童开始略有增加。高温导致的儿
童健康问题，最常见的是中暑。一般
表现为头晕、头痛、面色潮红、口渴、大
量出汗等，甚至会出现疲劳、乏力、判
断力下降、恶心和呕吐、腹泻等，极端
情况下还可能出现热射病。

王丽靖建议，在高温天气时，应尽
量避免儿童在阳光强烈的时间段长时
间进行户外活动，出门要做好防晒并
及时补充水分。此外，家长应注意，高
温天不要单独将孩子留在车内。

胃肠道疾病也是高温天儿童易出
现的疾病。王丽靖表示，夏天吃生的
瓜果蔬菜较多，儿童喜欢饮用冰镇饮
品，食物变质的可能性也在增高，容易
出现腹泻等情况。建议注意饮食、保
持卫生，根据儿童胃肠道疾病情况及
时就医。

此外，手足口病是夏季较多发的
传染性疾病。王丽靖介绍，手足口病
感染后，患者以发热，手、足、口、臀部
位出现皮疹为主要特征，发病后一周
内传染性较强。建议平时勤洗手、吃
熟食，家中常通风，儿童餐具、玩具等
物品常清洗消毒，并尽量避免带儿童
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场
所。

王丽靖还提醒，天热贪凉吹空调
时，应避免空调温度设置过低，尤其是
有儿童在的情况下，尽量将空调温度
设置在 26℃到 28℃左右，每隔两小时
到三小时宜开窗通风 15 分钟到 20 分
钟。

高温来袭，儿童应注意
中暑、胃肠道疾病等健康问题

6 月以来，新一轮电商销售热潮
掀起，健身小器械再度成为消费热点，
飞力士棒、瑜伽垫、哑铃等商品受到不
少消费者青睐。然而记者采访发现，
一些器械被买回家后并没有充分发挥
作用，被丢在角落里“吃灰”，这其中不
乏消费者冲动消费等自身原因，也存
在 产 品 质 量 、售 后 指 导 等 方 面 的 问
题。从畅销到“热用”，健身小器械还
有哪些进步空间？

小器械市场迎来爆发式
增长

夏天到来，家住山西太原的刘惠
开始频繁出入健身房。“天气热了，得
把身体练好，穿衣服也好看。”她说，没
空去健身房的时候会在家里和办公室
放一些像弹力带、哑铃之类的健身小
器械，便于随时练起来。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热潮兴起，
健身场景、方式更加多元，健身小器械
市场迎来快速发展，相关产品不断推
陈出新。以跳绳为例，在京东和天猫
两个网购平台上，在售跳绳品牌超过
100 个，销量高的跳绳产品月销量超
过 2 万件，计数跳绳、无绳跳绳等新品
类受到消费者欢迎。

作为行业风向标的中国国际体育
用品博览会专门设置了小器械展区，
并且规模持续扩大，参展企业由 2018
年的 110 家增加至 2023 年的 263 家，
展览面积也连续五年保持增长。在今
年 5 月举办的第 40 届中国体博会上，
小器械展区首次突破 1 万平方米，参
展品类囊括蹦床、哑铃、瑜伽和普拉提
产品、拉力带、弹力绳等十余个品类。

“小器械产品在我国的普及速度

是哪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体育
用品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杰
说，近年来国内体育市场飞速发展，巨
大的需求给健身器械产业创造了空间
和动力，产品品类不断增加，企业研发
能力、技术水平不断提升，逐渐在全球
拥有话语权。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健身小器械
的发展呈现出精细化、数智化、娱乐化
等新趋势。随着需求升级和多元化，
小器械产品分类甚至精细到一个器械
只练一块肌肉；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
赋能产业，越来越多体育器械引入智
能语音、AI、虚拟现实等元素；注重趣
味性与体验性，一些器械配套有在线
社区、运动竞赛、健身游戏等功能。

买来的小器械为何沦为
“摆设”？

记者调查发展，与热销形成对比
的是，不少健身小器械在到达买家手
里后使用率并不高。“瑜伽球已经几乎
不用了，逐渐沦为家里的软装”“被弹
力带崩到过不止一次，很疼，就弃用
了”……在网络上和记者走访过程中，
使用者的这类反馈不在少数。

专家指出，受到居家健身热潮和社
交平台“种草”等影响，近几年健身小器
械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但消费者冲动
消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导致一些器械
买回家后被丢在角落里沦为“摆设”。
此外，部分健身器械缺少运动指导、质
量不过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也日益
显现，加剧了这种闲置现象。

记者发现，近年来飞力士棒、凯尔
格训练器、健身滑行垫等新型健身器
械受到买家欢迎。这些器械或带来新

的运动方式，或注重精细化、专业化锻
炼，但网购平台上关于这些新产品的
介绍往往比较简单，有的甚至只有几
张图片说明，缺少具体细致的使用指
导，不少消费者反映“不会用”，一些人
表示“没有人指导或一起锻炼，一个人
很难坚持下来”。

在电商平台上一些热销小器械的
页面，不少消费者留言反映器械的质
量问题。“哑铃到货，做工太粗糙了，好
几道划痕，有一个橡胶还鼓泡了，把手
还有锈……”“这弹力棒质量不行，没
用几天就拉丝了，担心再过几天就要
断了”。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由于小
器械往往金额不大，很多人是随手一
买，到手了觉得不好就随手一扔，不会
花时间投诉维权。

记者了解到，部分小器械对使用
的专业性要求相对较高，消费者因为
使用不当而出现过度训练、甚至运动
损伤的情况，而一些器械设计本身就
存在一定风险。去年 5 月，浙江杭州
一女童在使用引体向上杆过程中，杆
子突然掉落砸在孩子头上导致其额骨
凹陷性骨折，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此外有人反映，一些健身小器械
广告存在夸大使用效果的问题，用了
以后“有被忽悠的感觉”；部分健身器
械如健腹轮、杠铃等，对锻炼者自身素
质有一定要求，存在一定使用门槛。

让健身小器械真正成为
“助动器”

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让健身小
器械用起来，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动全
民健身，提高群众的健身意愿，培养群
众的运动习惯，倡导科学、理性的健身

风潮；另一方面应加强对健身器械市
场的监管与规范，推动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为群众健身提供更好的服务与
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表示，针对虚假广告、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等明显违法违规行为，相关监管部
门应当加大对健身器械市场的监管力
度，增加检查频次，设立举报制度，发
现问题及时处理，并将违法违规行为
记录在案，建立长效监管机制，促进行
业持续健康发展。

罗杰表示，目前国内健身器械领
域标准较为缺失，仅有固定式健身器
材一项强制国标，很多产品品类难以
套用，快速发展的市场呼唤着行业标
准。“近年来协会也在持续推进相关团
体标准的出台，应当充分调动行业协
会、企业、电商平台等各方力量，进一
步加快推进行业标准的建立。”

多家受访企业表示，行业内已经
关注到新器械缺乏使用指导的问题，
为此不少企业开办了自媒体公号，并
加大投入开发器械相关教程。但仅靠
企业来开展社会体育指导还远远不
够，还需充分发挥学校教育、政府购
买、商业机构培训等多种渠道作用，丰
富全社会健身指导方面的供给，推动
形成更好的健身环境与文化。

此外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健
身小器械时，应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
产品特性，坚持理性消费。购物过程
中如遭遇产品质量等问题，要及时反
馈、维权，保护自身权益的同时推动市
场良性发展。在使用健身器械前，也
应充分了解其正确用法、注意事项，确
保锻炼科学、安全、有效。

（新华社太原6月18日电）

从畅销到“热用”，如何避免“吃灰”窘境？
—— 健 身 小 器 械 行 业 观 察

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马晓媛 季嘉东

6 月 17 日，在贵州“村超”足
球赛开赛前，村民自发组成民族
歌舞表演队盛装入场。

每逢周末，夜幕降临时分，
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榕江县“村超”比赛现场，村民
们在开赛前和中场休息时间，以
绿茵场为中心，轮番上场表演侗
族琵琶歌、水族芦笙铜鼓舞、瑶
族舂杵舞、苗族芦笙舞等民族歌
舞和特色乐器，借“村超”的舞台
向世人展示当地多姿多彩的民
族文化，成为贵州“村超”现场的
一大特色。

贵州“村超”，全名为贵州榕
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
级联赛。这项比赛由群众主创、
参赛者以村民为主，自 5 月 13 日
开赛以来，因其接地气的办赛风
格、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热烈
的现场氛围，迅速火爆网络。

新华社发（王炳真 摄）

贵州“村超”
上演“最炫民族风”

6 月 18 日，船舶有序通过三峡船
闸和升船机（无人机照片）。

据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
局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3 年 6 月 18 日
正式向社会船舶开放通航以来，20 年

间，三峡船闸累计运行超 19.3 万闸次，
通过船舶 99.3 万余艘次、旅客 1223.9
万余人次，过闸货运量达 19.1 亿吨，持
续 助 力 长 江 黄 金 水 道 发 挥“ 黄 金 效
益”。 新华社发（王 罡 摄）

三峡船闸通航20年累计货运量达 19.1亿吨

新华社长沙 6 月 18 日电（记 者
周 楠 余春生）“咚咚咚……”18 日
下午，烈日当空，湖南省汨罗江国际龙
舟竞渡中心前，随着一串急促、有力的
鼓点声响起，两条龙舟在汨罗江上破
浪前行。

健壮的划手跟随鼓点奋力划桨，
动作整齐，水面上溅起一阵阵浪花，这
是汨罗市罗江镇汨东村龙舟队正在进
行训练。“我们从 6 月 5 日开始下水训
练，今天准备练到 6 点钟。”汨东村龙
舟队队长刘胜利说。

位于汨罗江畔的汨罗市因屈原而
闻名，也被称为“中国龙舟名城”“龙舟
故里”。当地开展龙舟运动历史悠久、
群众基础深厚。“五月五，龙舟下水打
烂鼓”等民谚在汨罗江畔口口相传，展
现出民众勇争上游的精气神。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当地群众连
日来顶着烈日备战龙舟比赛。据了
解，2023 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暨纪
念屈原逝世 2300 周年系列活动将于 6
月 20 日至 6 月 21 日在汨罗市举行，包
括国际龙舟邀请赛和民间龙舟赛，共
有来自汨罗江畔的 10 支民间龙舟队

参加民间龙舟赛。
训练进行得热火朝天，岸上的呼

喊加油也非常热闹。训练间隙，有汨
东村的村民来到江边，手持一根长竹
竿，末端系上一块红绸，在岸边高高举
起，不停地摇晃，等龙舟划到岸边，便
将红绸系在龙头上。“这是汨罗民间龙
舟运动的传统，叫‘上红’，是村民为龙
舟队伍加油打气，希望他们努力拼搏，
拔得头筹，自己也可以得个好彩头。”
刘胜利告诉记者，除了“上红”这一传
统，还有村民自掏腰包，为龙舟队购买
矿泉水、西瓜等解暑物品。

屈子祠镇双楚村龙舟队在 2022
年汨罗民间龙舟赛上获得亚军。为了
备战今年的龙舟赛，队员们连日来顶
着烈日训练，每天训练 6 个小时，既练
体能，也练技能。“我们队有 40 名队
员，由热爱龙舟运动的村民组成，平均
年龄约 40 岁。”双楚村龙舟队领队金
科介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农民、
建筑工人，也有端午回乡的大学生。
他说：“我们要全力以赴备赛，到时候
全力赛出风格、赛出风采，向八方来客
展示汨罗人的龙舟精神。”

迎端午“中国龙舟名城”龙舟竞渡备战忙

这是 6 月 17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长
乐区江田镇三溪村拍摄的活动现场。

6 月 17 日晚，在福建省福州市长
乐区三溪村，数十艘龙舟在小溪中竞
渡，南溪两岸及石桥上人潮如涌，热闹
非凡。

夜赛龙舟是福建福州长乐区三溪
村独有的端午习俗，已经沿袭 600 多
年。每年端午节前后，当地村民举行
夜赛龙舟活动，借此祈盼风调雨顺、平
安健康。

新华社发（王旺旺 摄）

福建福州：夜赛龙舟迎端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