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路商圈入夜后摩肩接踵的人群场景。

（李洪涛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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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入夜， 吉林省长春市桂

林路商圈的霓虹灯牌次第亮起，

空气里飘着烤鱿鱼的香气和吉他

手的民谣声。 这里白天安静，夜晚

却像被按下开关， 瞬间变成一座

“不夜城”。 这条始建于 20�世纪

30�年代的宝清路，如今已成为长

春夜间经济的活力引擎。 数据显

示，商圈夜间营收占比达 58%，带

动就业超 1200�人， 长春的夜生

活，正被桂林路重新定义。

位于长春市朝阳区的桂林路

始建于 20�世纪 30�年代。 20�世纪

80�年代， 露天市场兴起；90�年

代，大棚市场改造升级，逐渐聚集

起具有韩国特色的服饰、 化妆品

等年轻化业态。 2005�年后， 通过

改善购物环境，引入大型商超，吸

引大量年轻群体涌入， 桂林路

“吃、喝、玩、乐” 一体化的商业格

局形成。

现在所说的桂林路商圈并非

一条路，而是以桂林路为核心，人

民大街、自由大路、新民大街、解

放大路围合起来的街区的统称。

如今， 这个商圈仍保留着浓厚的

烟火气。 老字号如丁香西饼屋、胖

姐豆腐串，承载着城市记忆；新兴

的精酿酒吧、 剧本杀店则吸引着

Z�世代前来打卡。在这里，传统与

现代碰撞，市井与潮流共存。

笔者漫步桂林路， 看到烤冷

面、 章鱼小丸子等传统小吃与小

龙虾、 炒酸奶等网红美食同台竞

技。 霓虹灯牌下，游客举着“暴打柠檬茶” 排

队，一旁的复古游戏厅里，几个年轻人正在酣

战。 商圈还设有宠物街区，猫猫狗狗等萌宠展

览成为社交新宠， 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赏玩。

穿着时尚的年轻人是这里的绝对消费主力。

“这里靠近东北师大、吉林大学，学生多，夜生

活自然热闹。 ” 一位卖热饮的女店主说。

有外地游客向笔者称赞桂林路夜市的小

吃“种类多到挑花眼，烟火气十足”，灯光和音

乐营造出“活力满满的夜生活氛围”，适合拍

照发社交媒体。 本地博主则告诉笔者：“桂林路

的夜，是递进式的，傍晚逛夜市、吃小吃，晚上

泡酒吧，凌晨还能在 24�小时书店发呆。 ”

笔者了解到，朝阳区对桂林路商圈的定位

是以桂林胡同美食街为商圈核心，打造长春最

具烟火气的商业区。 如今，桂林路“市井底色

+�艺术基因 +�年轻生态” 的特质， 让它成为

长春最热闹的“夜生活大本营”。

商圈的成功有其必然性。 吉林大学东北振

兴发展研究院院长邴正指出其三大支撑要素：

周边高校形成的“学生经济”、历史积淀的“中

韩文化” 以及东北特有的 “季节补偿” 效应。

“冬季的严寒反而催生了更热烈的春夏夜经济，

桂林路成功地把‘冷资源’变成‘热体验’。 ”

谈到桂林路商圈夜经济的繁荣景象，长春

市朝阳区桂林街道企业服务办公室负责人常

明深有感触：“桂林路商圈的特色在于它的小

而美。 这里的商家大多经营精致小店，无论是

文创产品还是特色美食，都深深扎根于本地文

化，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 更重要的是，这些店

铺经营灵活，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 ” 常明表

示，正是这种“短平快” 的商业模式和差异化

定位，成功吸引了多元化的消费群体，为桂林

路夜经济的持续火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重要引擎。

从傍晚至凌晨，“越” 夜越精彩。 眼前的长

春市桂林路商圈灯光璀璨、人流如织。 这里没

有购物中心的整齐划一，却在杂乱中生长出独

特的生命力。 这处承载了几代长春人记忆的老

牌商业街区，正持续打造新“夜” 态，促进多

元化消费场景升级。 桂林路教会长春人，夜生

活不仅是消费，更是一种年轻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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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潮

“小野菜”“小帐篷”

撬动大产业

“野菜社交” 慢慢兴起。 #�挖野

菜 # 话题在小红书的浏览量已达

2�亿次。 年轻人在周末或节假日拿

上小铲子、 塑料袋， 就奔着公园或

者山上去 ，蒲公英 、芥菜 、蕨菜 、野

葱、折耳根…… 他们在挖野菜的过

程中获得治愈。 也有人在社交平台

寻找 “打野 ” 搭子 ， 搭建自己的

“野菜社交圈”。

不要低估 “小野菜” 的力量，

它正在撬动野菜产业链的发展。 随

着野菜采销季到来， 挖野菜相关工

具的销售变得火热，甚至有人靠卖

“挖 野 菜 神 器 ” 月 入 10 � 万 元 。

“挖 野 菜 + ” 的 新 模 式 也 在 兴

起。 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都开通了

挖野菜旅游专线， 比如， 成都一家

企业推出一份 200�多元的“治愈之

旅” 套餐，游客可以徒步登山、赏花

挖野菜。 在江西萍乡莲花县， 游客

在挖野菜的同时， 还能体验野菜美

食制作。

随着天气转暖 ， 露营再掀热

潮 。 但如今， 露营形式已经 “百

变”。“营地 +�研学教育”“营地 +�

音乐会”“露营 +�采摘”“营地 +�火

锅 ” 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花样露

营” 吸引了更多人走向户外。

露营热更是一举带火了便携式

储能电源 。 一款小小的便携式电

源， 几公斤重， 就可以满足十来个

人在野外几天的日常用电量。 湖南

纽思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商销

售经理黄昆说， 为了适应年轻人轻

量化出行以及多元化需求， 公司研

发的移动电源越来越小， 但电池的

储能越来越大。

全球户外运动热潮持续升温 ，

中国的露营装备在国际市场越来越

受青睐，“小帐篷经济” 扬帆 “出

海”。 去年，纽思曼的移动电源通过

跨境电商海外销售额达 2.8�亿元。

在黄昆看来， 这背后是中国 “智”

造的崛起，中国“新三样 ” 在海外

走俏，移动电源的许多技术与“新

三样” 的 “三电”（电池、 电驱、电

控） 技术重合度很高， 也在一定程

度上带动了行业发展。

“小帐篷” 逐渐撬起大市场，露

营热带动户外用品、 旅游服务、生

态环保等多个产业协同发展。 新经

济产业第三方数据挖掘和分析机构

艾媒咨询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预

计今年中国露营经济核心市场规模

将上升至 2483.2�亿元，带动市场规

模将达到 1.44�万亿元。

不管是小野菜还是“小帐篷”，

年轻人的 “小需求 ” 蕴含着大能

量。 起初， 或许只是两三个年轻人

带着好奇与热情， 结伴尝试一些新

鲜事物， 随着越来越多青年加入演

变成“潮流”。 很快，敏锐的商业嗅

觉被激发， 更多人看到了其中蕴含

的巨大商机， 带着创新的思维和敏

锐的洞察力， 纷纷追赶这股浪潮。

有人选择开店， 将年轻人的需求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服务； 有人

选择创业， 用创新的模式和理念，

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各类产品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时尚的潮流单

品到个性化的体验服务， 从科技感

十足的智能设备到充满创意的文化

产品， 一个百花齐放的市场就这样

从无到有，走向壮大。

这些消费新动力也在推动我国

消费稳步回升。今年一季度，我国经

济增速达到 5.4%，增速超过去年同

期， 也超过去年全年以及全球主要

经济体。其中，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主

引擎的消费也在回升，一季度，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比

上年全年加快 1.1�个百分点。

推动中国消费成长空间

加速向“新”

年轻人不同的 “小需求” 正在

发生新的碰撞与融合， 当露营经济

碰上宠物经济，万亿“蓝海 ” 与千

亿“它经济” 相遇 ，正催生新的消

费效应。

这个春季， 年轻人带宠物露营

成新趋势，在他们眼里，宠物早已是

“家人”，露营必须“一家人” 整整

齐齐，共享大自然的美景。在北京的

一个“五一” 露营群中 ，露营“搭

子” 们交换起各自的出行配置 ，其

中，有人的配置是“有车有装备，两

人一狗”。

作为新兴消费赛道，“它经济”

已经撬起千亿市场，年轻人正是其中

的消费主力。《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城

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突破 3000�亿

元，数量突破 1.2�亿只。

当前，不少企业正在加速布局，

“跨界” 挖掘两个赛道的潜力。 例

如， 有的企业正在探索人宠共同出

行的新方式、 研发智能宠物行李箱

等， 有的区域正在打造宠物友好露

营地等。

年轻人喜爱的新消费模式相互

碰撞的情况，还发生在“谷子经济”

与“国潮经济” 领域 ，国潮之风同

样吹到了“吃谷” 人的地盘。

一季度国风“谷子” 在某二手

交易平台的销量暴涨 167% 。 4�月

24�日，闲鱼发布的《2025�闲鱼谷子

趋势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闲鱼

“谷子” 交易额创历史新高，其中，国

产 IP�“谷子” 热度反超日本“谷子”，

交易额达到“日谷” 的 1.2�倍。

国产 IP�“谷子” 崛起的背后，

是中国 IP�不断崛起， 年轻人对中

国文化自信的与日俱增。 这也带动

了我国文化类消费较快增长。例如，

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全

球票房已破 157�亿元大关。 闲鱼发

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一季度， 哪吒

IP�“谷子” 销量激增 2346.2%。

年轻人的 “小爱好” 不仅能撬

动起“大产业” 的蓬勃发展 ，可能

还会带动一个区域的新发展。 一个

小镇、一个县城甚至一座城市，可能

因为精准解决了年轻人的某个“小

需求” 而走红或迎来“新生”。

有着 “中国皮都” 之称的浙江

温州平阳县水头镇，这几年“改头

换面” 就源自“毛孩子”。 小镇一度

因制革污染不得不进行产业改革，

当地人另辟蹊径用皮革 “边角料”

制成狗咬胶、 宠物牵引绳等宠物用

品， 让这个小镇在转型的阵痛中

“涅槃重生”， 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宠

物用品的生产重镇， 两家宠物用品

上市公司就诞生在这里。 水头镇所

在的平阳县甚至还拥有制定狗咬胶

相关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年轻人喜爱的汉服逐渐 “破

圈”，带动汉服产业“扩圈”。在山东

曹县，汉服托起了一个百亿元产业，

让这个县城成为远近闻名的“汉服

之都”。 去年， 曹县汉服销售额达

120�亿元， 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50%�

以上，相当于每两件国产汉服中，就

有一件来自曹县。如今，曹县汉服产

业仍然持续“破圈”，已然开启了全

球化的新征程。

无论是汉服热、 露营热、“它经

济” 热，还是“打野” 热等，这些消

费“微力量” 积聚成一个个消费新

趋势，托举着一个个更大的产业，在

创新的浪潮中不断蜕变， 向着更具

活力、更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推

动着消费市场悄然变革。

如今， 这些新消费趋势正以更

加开放、多元的姿态，拥抱科技、文

化、生态等多维度的融合。从国内的

蓬勃发展到国际市场的崭露头角，

这些产业在创新中不断升级， 进一

步向“新” 而“兴”。 （王洋）

消费微力量撬动大市场

走，“打野” 去！ 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开江节当天，随着江面的冰被破开，一群人

涌向江边看完“跑冰排” 之后，就到另一边开始“打野”，其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 一

名来自北京的“90�后”宝妈说，家里的长辈每年都去挖野菜，有了孩子之后，自己挖野

菜的“DNA”（基因）突然被唤醒， 假期她打算带着孩子去挖野菜。

“打野” 原指游戏中角色在野外区域活动，如今这个词语的含义被扩展至挖野菜，

并且正迅速从一种小众爱好变成大众热衷的休闲方式。 有的年轻人为了抢到 “野

菜”，定好凌晨三点的闹钟；有人守着“野菜”“冒头” 的时间，出手“稳准狠”。

“打野” 一类的“小爱好”，在中国庞大市场的“滋养” 下，如同幼苗破土而出、蓬

勃生长。 这些消费微力量正在撬动大产业、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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