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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手机没电随处可借共享充电宝充电；步行
累了，扫码租用共享单车代步……如今，便捷的共享经济
正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

“我家离单位 3公里左右，以前我开车上下班，停车
不方便不说，上下班高峰时还会堵车。自从有了共享电单
车，只要不下雨，我都会骑车上下班，不仅低碳节能，一
路呼吸新鲜空气，精气神还比以前好了。”家住示范区和
信小区的市民杜女士说。

在商丘师范学院、商丘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门口，记

者看到，不少在校大学生都在扫码使用共享电单车出行。
“用手机扫码，只需要简单的几步操作，便能很方便快捷地
开启绿色出行，对于学生们来说真是太实用了。”在校大学
生程帆说，他经常使用共享电单车代步，每次出行只需两三
元钱，比打车或自己购买电动车，每学期能省下几百元。

记者注意到，一排排共享电单车整齐地摆放在人行道
上，路上总能看到有市民骑行的身影，骑共享电单车出行成
为越来越多市民的首要选择。

如今，“共享旅游”模式已悄然流行，深受年轻人喜

爱。市民孙丹丹和男朋友去云南旅游，就在云南体验了一
把“共享旅游”。两人去云南前就通过社交网站和云南当
地人刘女士“搭上线”。到云南后，刘女士负责接送机、
陪玩、景点讲解、排队买票等一系列事宜，并带两人吃本
地人爱吃的地道云南菜。“虽然一天 300 元的费用不算
低，但我觉得‘很值’，她是给外地人做专职‘陪玩’
的，不用我们操心，还能摆脱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段和时
间，玩得很开心。”孙丹丹说。

处理工作、上网刷剧……手机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然而，手机电池不可能一直保持在“满血”状态。于是，
一些商场、宾馆、餐厅便推出了一项贴心服务——共享充
电宝。“共享充电宝便利性还是比较突出的。”市民屈文娟
说，有一次，她回家发现家里的智能门锁忘记充电了，平
时都是用指纹或者密码开锁，没有带钥匙，家里人又赶不
回来，于是她就去附近的商场借了个共享充电宝给门锁充
电，很快就把门打开了，十分方便。

“共享”让生活更便利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玉宁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市场消费呈现出诸多改
变，从零食到饮料、从彩妆到日用品……各式各样的迷你商品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5月13日，记者走进我市一家超市的饮料区发现，迷你罐
饮料正悄然“霸占”柜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美年达、北冰
洋、维他柠檬茶、加多宝等多个品牌均推出了200毫升的迷你
罐产品线，农夫山泉旗下的水溶C100、维他命水等产品也有
250毫升的小包装，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因为孩子喜欢喝雪碧，在市民刘丽丽的冰箱里，常备迷你
罐雪碧。“一罐200毫升，比较容易控制量，一次不会让孩子喝
太多。”刘丽丽说，以前买饮料都是500毫升，孩子喝起来没有
节制，小罐产品从容量上来说更适合孩子。

在南京路某超市零食专区，市民王静挑选了10袋小包装
薯片。“这10袋薯片是打包出售的，花的钱还不到两袋大包装
薯片的价格，却能品尝4种口味。”王静表示，之前给孩子买一
包薯片，打开后孩子几天都吃不完，到最后只能扔掉。为了避
免浪费，她现在会有选择地购买带有独立包装的迷你食品。
独立包装的食品优势在于吃多少打开多少，而且一些迷你食
品包装精美可爱，小朋友非常喜爱。

除食品外，迷你规格的生活用品也被消费者接受。做代
购的李蕾工作忙碌且经常出差，面膜、眼霜、精华霜等护肤用
品是她日常生活的刚需，但是这些瓶瓶罐罐不可能全都塞进
行李箱。后来她发现，平时买化妆品正装赠送的小样方便携
带，不仅节省空间，用完了就可以直接扔掉，既省钱又不浪费，
一举两得。

在家用电器方面，各种迷你型号的商品也逐渐走俏市
场。记者在家电专卖场注意到，单人份的电饭煲、豆浆机、
果汁机等网红迷你小家电都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一家电器
卖场的工作人员表示，迷你电饭煲、迷你洗衣机、迷你豆浆
机等是该店销量最高的产品，一些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或者是独居人士热衷于购买这些迷你商品。消费者希望尺寸
规格能小一些，但商品的相应功能还要保留，因此近年来不
少品牌推出了小型家电，以满足独居消费者对节约空间和生
活品质的追求。

除线下门店外，记者打开一家电商平台App，在搜索框里
刚输入“一人”，就立即出现一人电饭煲、一人火锅、一人养生
壶、一人多功能锅、一人破壁机等“一人用”产品选项。点开

“一人电饭煲”，就能看到不同家电品牌的相关产品，价格在
100元至 300元。各大品牌的纷纷涌入以及产品设计的五花
八门，反映出当下“一人用”产品的高涨需求。

迷你饮料、迷你化妆品、迷你家电……

商品刮起“迷你风”
本报融媒体记者 刘玉宁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5月 14日，国家统计局商丘
调查队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CPI）
同比下降 0.1%，环比上涨 0.1%。其中，食品价格同比下
降 2.8%，环比下降 0.5%；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7%，环
比上涨0.2%。

从同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五涨三降。其
中，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6.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
4.4%，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6%，衣着价格上涨
1.5%，教育文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0.9%；食品烟酒价格下
降 2.2%，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1.2%，居住价格下降
0.6%。

从环比来看，八大类商品及服务环比四涨一降三持
平。其中，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3.0%，生活用品及
服务价格上涨 1.0%，交通和通信价格上涨 1.0%，教育文
化和娱乐价格上涨 0.1%；食品烟酒价格下降 0.6%，居住

价格、医疗保健价格和衣着价格与上月持平。
该队负责人表示，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季节

性等因素影响，4月CPI同比下降0.1%。
食品价格小幅下降。4 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5%，影响CPI下降约0.10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呈季节性下降。本地菜逐渐进入盛产期，

种类多，价格低，市场竞争力增强，价格呈季节性回落态
势。鲜菜价格环比下降2.6%，影响CPI下降约0.08个百
分点。

鸡蛋价格小幅下降。蛋鸡产能稳定，鸡蛋供应稳步
增加，各环节按需采购，市场流通不快。鸡蛋价格环比
下降2.7%，影响CPI下降约0.03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小幅上涨。受降雨天气及清明节影响，生
猪出栏节奏放缓，同时需求量逐步增长，价格略有上
涨。猪肉价格环比上涨1.9%，影响CPI上涨约0.03个百

分点。
非食品价格小幅上涨。4月份，非食品价格环比上

涨0.4%，影响CPI上涨约0.27个百分点。其中，燃油、黄
金饰品价格上涨较多。受全球局势影响，汽、柴油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3.1%、3.2%；黄金价格环比上涨11.3%。

据该队分析，目前生猪供应整体充足，加之气温攀
升，或将抑制猪肉消费。预计近期猪肉价格仍将维持低
位震荡态势。蔬菜生产周期缩短，本地露天蔬菜集中进
入市场，种植、运输成本下降，供应持续宽松，预计近期
鲜菜价格仍将保持季节性回落态势。气温升高，水果市
场购销活跃，消费向应季鲜果转移，或将助涨水果整体
价格，但随着应季水果上市量逐渐增加，预计近期水果
价格或将止涨回落。居民出行旅游增多，预计旅游价格
将呈小幅上涨态势。综合以上涨跌因素，预计近期市民
消费价格仍将保持平稳运行。

我市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发布
同比下降0.1% 环比上涨0.1%

立夏已过，西瓜、樱桃、羊角
蜜、黄油桃等时令水果“甜蜜”上
市，市民的“果篮子”更加丰富。5月
12 日，记者走访各大商超、水果店发
现，草莓、菠萝等水果相较于前期上
市时价格有所下降，目前正处于尾季
销售阶段，而抢鲜上市的西瓜、甜瓜
等夏季水果价格偏高。

西瓜是夏天的解暑“神器”，是夏
季必备水果之一。记者走访发现，每家
超市的西瓜摊位都被摆得满满当当，目
前市场主要品种有麒麟西瓜、小凤瓜、
牛奶小吊瓜等，优质西瓜价格在 5.99元
到 8.98元一斤。“现在本地西瓜还没有
完全成熟，市场上卖的大多是大棚里种
植的早茬西瓜和南方的热带西瓜，供应
量较少，价格自然有些贵，等到 5 月
底，本地西瓜上市，西瓜价格可能会有

所回落。”一家水果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来到归德路旁的一家水果店，

店内果香浓郁，杨梅、香瓜等时令水果
摆放在摊位显眼处，个个果实硕大，新
鲜多汁。冰柜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果
切，不时有顾客驻足选购。据店主介
绍，目前最受欢迎的水果有黄油桃、樱
桃、麒麟西瓜、绿宝甜瓜等。此外，果
切的线上销量也十分可观，很多年轻人
会选择点一份果切当下午茶或夜宵。

在水果的“花式”吃法中，水果捞“一

骑绝尘”，尤其在夏天很受欢迎。将水
果泡入牛奶、酸奶或者椰汁中，既营养
又美味。记者在外卖平台输入关键词

“水果捞”发现，销售水果捞的既有水
果捞专卖店，也有以售卖精品水果、果
切为主的水果店，可见水果捞和果切已
经成为线上销售渠道的主要种类。

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一份500克的
酸奶水果捞在 16元左右，因为清洗、切
块、配送成本增加，往往高于水果店的价
格。市民付女士说：“孩子平时不太喜欢

吃水果，但喜欢吃甜品，比如水果捞。我
最近听说有些商家用隔夜水果、坏果做
水果捞，我就自己买些新鲜的水果和酸
奶在家做，变着花样让孩子吃水果，既营
养又卫生，好吃不贵。”

记者提醒，夏季气温高，果切、水果
捞不易保存，在常温条件下，切开的水果
只能放置2小时至3小时，市民购买时要
注意水果的新鲜度，可以通过观察果肉
的颜色、闻水果的味道来判断水果是否
变质。

夏天新鲜的应季水果虽然好吃，但
切忌贪多。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
荐，每人每天摄入的新鲜水果应为200克
至 350克，每天可以食用 3种以上的水果
来满足摄入量。水果吃得太多，身体摄
入过量糖分，可能会出现口腔溃疡、便秘
等症状。

夏季水果“甜蜜”上市
本报融媒体记者 葛蓓蓓

本报讯 （记 者
高 会 鹏 通讯员
黄 新）“我来
大 棚 帮 忙 摘
西瓜已经好
几天了，一
天 能 挣 100
元左右，离
家近，既能照
顾孩子又能挣
钱。” 5 月 13 日，
正在忙着采摘西瓜的
宁陵县阳驿乡汤林王村村民
张荣锋高兴地说。

“一村一品”奔富路，
干群同心共振兴。潘集村是
阳驿乡闻名的“菜篮子”

“瓜园子”，这源于该村将瓜
果蔬菜作为主导产业。全村
发展了 200 多座温室大棚，
一年四季不断新鲜的瓜果蔬
菜供应市场。当前，正值温
棚西瓜上市的时节，棚内粗
壮的瓜蔓拔节生长，油绿的
瓜秧上挂着滚圆的西瓜。为
减轻藤蔓的承重，西瓜被工
人用红网兜装了起来，挂在
提前布好的钢丝上。棚外，
前来收购西瓜的客商招呼着
工人称重装车，到处洋溢着
欢声笑语。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先
行。近年来，阳驿乡紧紧
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两大目标，依托当地群众
的传统温棚种植基础，持
续在大棚经济上下功夫，
让群众在这里吃上不一样

的“产业饭”。该乡先
后 发 展 了 潘 集 、
袁庄等多个“一
村一品”示范
村，以产业兴
旺 实 现 了 群
众致富、村集
体增收的“两
头甜”效应。
“ 今 年 我 种

的 是 西 瓜 新 品 种
‘秀都 2号’，它成熟期

短、甜度高、皮薄耐放，市
场供不应求，亩产七八千
斤，每亩西瓜能卖 2 万多
元。”潘集村西瓜种植户宁
印将刚采摘下来的西瓜用手
轻轻一捶，西瓜就裂开了，
丰盈的汁水、鲜红的瓜瓤，
令人垂涎欲滴。

宁印只是潘集村致富能
手的一个缩影。按照“一村
一品”的产业思路，近年
来，潘集村充分发挥地理资
源优势，持续发展大棚果蔬
产业，让特色种植成为带动
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潘集村党支部书记王伯
涛介绍，目前全村 200多座
温室大棚为村民创造了不少
就业岗位，更为返乡青年提
供了创新创业的平台。现在
村民通过发展温棚种植发家
致富了，村委会的集体经济
收入也增长了，群众致富奔
小康的劲头更足了。

图：群众正在采摘西瓜。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摄

宁陵县阳驿乡

大棚西瓜种出乡村振兴“好滋味”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不规律的
生活作息，遭受失眠及睡眠质量差的人
也越来越多。助眠褪黑素、遮光眼罩、静
音耳塞……助眠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花钱求“好眠”的人群眼前。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4中国
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显示，大多数中国
人都曾有过睡眠困扰，被调查对象中有
59%的人存在失眠症状。与此同时，不
少商家看到了其中的商机，推出了助眠
相关产品和服务。

花钱解决睡眠问题

家住睢阳区的张女士作息不规律，
近年来一直遭受失眠困扰。她说，为了
提高睡眠质量，自己每年都花费数千元
购买助眠产品。

“年轻人晚睡是经常的事情。”张女
士说，尤其是和朋友一起聚餐、唱歌之
后，回到家里往往已是次日凌晨了，这个
时候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

为了提高睡眠质量，张女士在网
上购买了很多助眠产品。“一开始吃褪
黑素，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张女士说，
100元至数百元一瓶的褪黑素，她已经
吃了很多，但大多数时候还是难以入
眠。

为了避免光线和声响的干扰，张女
士还购买了多款助眠眼罩和静音耳塞，
甚至还将窗帘换成了不透光材质的。

“效果还是不太好，后来就又陆续买了
助眠香薰、助眠枕头等。”张女士说。

助眠产品热销网络

记者在多个电商购物平台上输入
“助眠”“失眠”等关键词，褪黑素、眼罩、
香薰、养生茶、记忆枕等各式产品出现在
搜索列表中。

其中，有商家自称采用纯植物精油提炼成的助眠香薰，销
量超过 1万个。此外，还有多款乳胶枕头，宣称“可以改善睡
眠”“找到最适合睡眠的高度”。而多款养生茶，也打出了宁
神、静心和助眠的说明。

“模拟大森林中静谧的声响”“用雨滴声录制有效助
眠”“助眠白噪声”……还有商家出售音频文件或专用的助
眠音箱，声称通过播放助眠的声响，提供舒适的入眠声响
环境。

对于自己购买的缓解或治疗失眠的商品或服务是否满
意，消费者给出的评价并不一致。在多个电商平台销售助眠
产品的评论中，有消费者认为“确实有效果”，也有消费者认为

“完全无效”。

购买助眠产品要仔细

在电商平台购物的大都是年轻群体。从各电商平台助眠
产品热销可以看出，年轻人的失眠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且严
重。年轻消费者之所以会通过各种途径购入“好眠”，其本质
是与糟糕的睡眠质量及紧绷的大脑神经作斗争。

《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19岁至35岁的青
壮年是睡眠问题高发年龄段，失眠率占总人数的30%。

“年轻人购买助眠产品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调适，但助眠效
果却因人而异。”市中心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主任医师王
友杰表示，消费者在借助“外力”提升睡眠质量的同时，也应培
养正确的睡眠习惯，如保持规律作息、缓解睡前焦虑、减少卧
床时间、避免睡前长时间使用手机等。

“如果一周内出现 3次以上失眠且时间持续 3个月以上，
应及时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以免导致慢性顽固性失眠发
生。”王友杰说，对于普通人群睡眠质量差等问题，可以通过使
用相关助眠产品来进行改善，“比如说，对于声光比较敏感的
人群，使用眼罩、耳塞来帮助入眠及提升睡眠质量，确实是不
错的选择”。

王友杰表示，电商平台上的各种助眠产品琳琅满目，但质
量也参差不齐，消费者在购买时应多加对比，并仔细了解其他
已购消费者的使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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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工作人
员在电子元器件生产车
间忙碌。位于民权县高
新区的永耀缘成电子
（商丘） 有限公司总投
资 20 亿元，是一家研
发、生产、销售新型半
导体电子元器件的综合
性电子工业企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5月14日，工人在制衣车间忙碌。虞城县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总投资约3.5亿元，建有2条西服生产流水
线、5条衬衫生产流水线和1条免烫生产流水线，可年产西服20万套、衬衫100万件，年产值达7.6亿元。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