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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做了两个小时的
作业，孩子就一直在发呆”“开学
后孩子动不动就哭，甚至不愿意
吃饭”……孩子们才上学几天，
不少家长就陷入焦虑状态：是不
是孩子心理出了问题？

新学期开始，上海嘉会国际
医院推出《开学第一课：家长分
享会》主题讲座第一期，并正式
成立“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健
康门诊”，旨在搭建“家-校-医”
协作的平台，以专业力量构筑儿
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防线。

分离焦虑、学习拖延、网络
成瘾……时下，越来越多未成年
人面临心理健康困扰，社会、学
校、家庭、医院该如何协力破局？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孩子接

触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但他们
尚未具备判断和筛选信息的能
力，因此我们发现儿科就诊患者
中存在潜在心理障碍的比例日
益增加，年龄也呈现低龄化趋
势。小学与初中阶段的孩子在
面临身份转变及外界压力时该
如何自处？未成年人的精神世
界该由谁来关注与守护？需要
帮助时该去儿科还是精神科？
这些问题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谈及设立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
健康门诊的初衷，嘉会医疗儿科
主任滕国良告诉记者，基于这一
社会痛点，成立了跨学科门诊，
希望发挥综合医疗优势，共同守
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据悉，该儿童青少年精神心
理健康门诊汇聚儿神经内科、儿
保、精神心理和心身医学科的专

家与医生，致力于通过专业评估
与诊断，提供针对性的干预方式
（行为治疗/语言治疗/作业治疗/
心理治疗等），解决18岁以下少
年儿童的情绪与心理问题，其中
包括社交障碍、恐惧、厌学、注意
力缺陷、多动冲动、分离焦虑、拖
拉拖延、游戏成瘾、言语交流困
难、刻板行为、儿童及青少年情
绪障碍、焦虑、抑郁、学习困难、
抽动障碍、对立违抗等。同时，
医院还将联合家庭与学校，推出
丰富多样的内容与活动，让孩子
的情绪问题被更早发现、预防心
理问题的恶性循环，构建积极健
康的社会环境。

孩子的情绪与行为往往折
射出社会、家庭的多系统问题。
作为特色门诊发起的首场讲座，
《开学第一课：家长分享会》邀请

了30多位家长来到医院，聊聊亲
子沟通那些事。活动围绕分离
焦虑、网络成瘾、学习拖延等常
见亲子问题，通过情景演绎、案
例解析、互动问答等方式，揭示
孩子行为表象背后的情感需求，
帮助家长了解如何有效回应孩
子不同阶段的情绪与行为问题，
破解亲子关系困境，构建爱的健
康循环。

“孩子出现的问题，其实都
是表象，我们要更多地去看到这
个问题背后，是怎么样的一种原
因。只有了解了孩子这么做背
后的原因后，才能更好地帮助到
孩子以及联动整个家庭一起成
长。”嘉会医疗心理治疗师袁明
曾为一位游戏成瘾的初中生提
供咨询，他的母亲为了避免他玩
到半夜试过哀求，也试过砸手

机，但孩子宁愿“跳窗”威胁也不
听劝，父亲也总躲在卧室里。深
入沟通才发现，孩子认为母亲情
绪的起伏无迹可循，而游戏奖惩
分明的规则给了他家里缺失的
安全感。袁明建议家长为孩子
创造一个安全的小环境，比如当
他们通过建立全家每天在白板
上夸奖对方这个激励规则后，父
亲的融入和家庭的鼓励就逐渐
扭转了亲子间对抗的关系。

类似这样的案例分享与实
用指导贯穿整场讲座，前来参加
的家长纷纷表示获益良多：“以
前碰到孩子的无理取闹，自己
也会情绪失控。虽然知道这样
不对，但不知道应该如何解决
与改善。今天听完专业老师与
医生的分享，我学到了很多实用
方法。”

年轻人掀起“养生热”
市场前景看好

透明的塑料袋子里，7个药片
整齐排列。“紫色片剂是蓝莓提取
物，能够补充眼部营养；软胶囊包
含乳化型DHA和羟基酪醇，激活
大脑提升工作效率……”31岁的
天津女职员李彤如数家珍，“这
都是搭配好的，一天一包随餐
吃，不容易忘，也很方便。”

随着健康经济、颜值经济兴
起，越来越多年轻人尤其是女性
消费者成为健康养生品的忠实
消费者。《2024女性营养健康食
品618消费洞察报告》显示，近5
年淘宝天猫和京东平台女性营
养健康食品的线上市场年均复
合增长率高达15.5%，主要客群
为“85后”已婚已育用户。

随着中医文化的广泛传播，
“国潮养生”成为年轻人日常康
养的新选择。

今年夏天，不仅晒背和三
伏贴在年轻人中间“火”起来，

“中医馆打败奶茶店”也冲上了
微博热搜。针对年轻人的喜
好，不少中药房推出特调的奶
茶和酸梅汤，有的还搭配上药
膳。山东省中医院均价 2 元一
副的“中药代茶饮”方剂，线上
线下日均开方超 3000 副；浙江
省中医院因“1 元酸梅汤”线上
订单过多服务器崩溃，通过微
博在线“求饶”。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针对
不同节气分别研发推出了特色
中药药膳。“其中一款姜黄肉桂
奶茶销售很火爆。”该院临床营
养科副主任刘言说，“特色中药
药膳非常受欢迎，年轻人也很喜
欢。”

健康养生消费者的年轻化
趋势，推动保健品行业向上发

展。市场机构艾媒咨询的报告
指出，中国保健品市场规模近五
年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预计
2027年有望达到4237亿元。

需求升级、供给提质
激发年轻人康养消费活力

在传统观念中，“康养”一词
似乎是“中老年”专属，年轻人为
何纷纷加入“养生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等系列政策促进了全民健康
意识的提升，年轻人对自己的身
体状况有了更多、更为科学的关
注。”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
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
张永建说，教育生活水平提升、
科学健康信息获取更方便，以及
慢性疾病低龄化案例的警示等，

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更加注重健
康方面的自我管理。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人均医疗保健消费2460
元，同比增长16%。《2023中国新
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超四成

“00后”购买过功能性保健食品
或保健仪器，三分之一的“00后”

“95后”购买过营养补剂。
随着年轻人康养消费不断

升级，健康产业的头部品牌和新
兴企业都在加大产品研发，在消
费者服务上下功夫，从供给侧为
年轻人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产
品和服务。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亚
太跨境电商及中国境内电商副
总裁万妍婧介绍，年轻人生活忙
碌，“零食化”“轻量化”成为年轻

人选择健康养生品的重要方
向。对此，安琪纽特、汤臣倍健
等品牌都在加快布局，功能性食
品品牌“美那有”推出的富铁软
糖、叶黄素酯软糖等产品，受到
年轻人普遍欢迎。

供需有效互动激发年轻人
康养消费的同时，各类社交媒
体、短视频对养生话题的广泛传
播，也助推年轻人康养消费渐成
风潮。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
研究中心副主任叶胥说，年轻人
喜欢追求时尚和个性化，有时候
可能仅仅是为了追逐一个热点
就去排队打卡。

规范行业发展
以高质量助推“产业旺”

当前，年轻人康养消费需求

旺盛，市场蓬勃发展，但行业相
关标准仍需进一步完善，监管也
需不断加强。

中国消费者协会不久前发
布的《健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
告》指出，健康产业中仍存在一
些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采取不正
当竞争手段，侵犯消费者合法权
益，扰乱市场秩序，损伤消费者
信心的产业发展“蠹虫”。

该报告建议，建立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严守产品质量安全底
线。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
均应经过严格的检验检疫程
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改
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确
保消费安全，不断向消费者提供
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服务。

在万妍婧看来，年轻“专业
消费者”“成分党”的不断增加，对
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年
轻人不仅会从社交媒体上获取保
健食品成分信息，还会查权威期
刊论文，并十分关注服用保健食
品后身体指标的改善。”万妍婧
说，“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生产出更
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年轻人‘花式’养生涉及的
产品和服务种类繁多，在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必须加强行业监管，
不要让康养消费新场景变成消
费‘新陷阱’。”叶胥表示，企业针
对年轻人康养需求开展产品和
服务创新的同时，监管部门也要
持续发力，督促企业严守产品质
量安全底线、不作虚假宣传、不
夸大产品效果、不误导消费者，
营造诚实守信的消费环境。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行业规
范化程度和准入门槛进一步提
高，将对康养行业的长期发展和
竞争格局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
相关产业做大做强。

据新华社电

年轻人养生“新势力”崛起
打开康养消费新空间 激发康养市场新活力

电商平台上，年轻女性成为保健品消费主力军；中医医院里，百合红枣八宝饭、姜黄肉桂奶茶等“国潮养生品”
广受年轻人欢迎；日常生活中，各类补剂成为许多年轻人“第四餐”……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保健食品
消费人群中，25岁至40岁占比达39%，超过了51岁以上群体31%的比重。

年轻人缘何涌入健康养生市场？养生“新势力”又会激发哪些康养消费新活力？记者进行了调查。

搭建“家校医”协作平台 聚焦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这家医院成立跨学科特色门诊 构筑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防线

养生奶茶店深得年轻人喜爱。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