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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27 岁的刘芳和

72 岁的姥姥之间，聊天话题总是两条平行

线 ：姥 姥 谈 话 的 出 场 人 物 往 往 是 二 叔、表

舅、表姨，而刘芳只能提起朋友、同事、同学。

“我和姥姥间好像有代沟，又好像不是

代沟这么简单。”刘芳说，姥姥原先一直生

活 在 农 村 ，房 前 屋 后 都 是 亲 戚 ，没 事 串 个

门，有事吼一嗓子，三五个亲戚一下就跑过

来帮忙了。

刘芳工作前，回农村老家的频率稳定

地保持在一年一次，工作后就变成了未知

数，本就不熟悉的亲戚更加陌生了。姥姥总

是埋怨她，“怎么连长辈都不认得，那以后

你有事，找谁帮忙啊？”刘芳只能苦笑，“我

没这条件，我的生活圈里沾点亲戚关系的

人一只手就能数完。”

有人把像刘芳这样的 90 后称为“无根

一代”：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丰富物质条件

优渥、人情往来淡薄，亲戚关系逐渐弱化、

朋友关系日渐增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刘汶蓉认为，亲属关系的淡化是城市化发

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淡”不能简单等同于

“无根”，也不能以此评判一代人的文化道德，

而要从实际的社会环境去理解和剖析。

弱化的亲戚关系要不要维护

28 岁 的 林 川 早 就 对 渐 弱 的 亲 戚 关 系

习以为常。他从小和父母在湖南省吉首市

生活，回家过年也是跟父母团聚，几乎不回

父母的老家。

“我爸不太搞亲戚社交，价值观不太一

样，聊多了也费劲。”他说，“受我爸影响，我

对亲戚的概念很淡薄，尤其搬（进城）以后，

距离又增加了不少，更不来往了。”

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人类学教授阎

云翔曾对故乡黑龙江省下岬村展开过为期

12 年的田野调查。他发现，自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中国家庭模式就呈现出父母和未

婚子女组成的“小家庭”增多，父母和已婚

子女组成的“大家庭”逐渐解体的现象。

现在，网络取聊天代线下见面，成为亲

戚往来的主要途径之一。刘芳的姥姥搬进

城后，跟亲戚们见面不易，她的微信置顶几

乎被各种名称的家庭群、亲戚群占领。刘芳

看着群聊里时不时刷屏的聚会照片，总有

“过年一样”的错觉。

筛选式社交是林川的亲戚互动准则。

“排除让人不舒服的亲戚，留下言谈举止让

人舒服的亲戚。”林川觉得，象征家族关系

或亲戚关系的“根”顺其自然就好，“往上数

100 年，大家没准都是亲戚呢。”

52 岁的贵州退休工人方志梅说，小辈

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要求他们和自己一样

认识每个亲戚也比较难，“也许以后小孩就

在外地安家，家族可能越来越小，但还是要

叫他们不能（和亲属）断了联系，不要忘记

自己的‘根’在哪。”

向前看，让年轻人自己“生根”

在 一 些 年 轻 人 眼 里 ， 亲 戚 关 系 意 味

着 逢 年 过 节 时 不 怎 么 愉 快 的 “ 人 情 关 ”。

他 们 对 亲 戚 关 系 的 认 知 ， 始 于 血 缘 关

系 ， 却 并 不 能 由 此 产 生 自 然 而 然 的 亲 近

感和归属感。

刘汶蓉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社

会 的 变 迁 使 得 家 庭 规 模 向 小 型 化 趋 势 发

展。农业时代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而现

在这一代年轻人要面临的巨大现实是如何

在新的城市环境下扎根。城市核心家庭中

的孩子和父母关系更加紧密，而超出核心

家庭外的亲属认同相对弱。

这在步入中年的 80 后身上尤为明显。

2010 年 ，80 后 教 师 郑 宇 离 开 家 乡 吉

林长春到广西南宁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如今，他为了定居南宁，按揭买了房子和

车子，还考虑让父母一起过来养老。

在东北老家的时候，郑宇父亲家的亲

戚都离开长春到黑龙江生活了，母亲家也

只剩下一家亲戚。随着爷爷奶奶辈的老人

去世，小辈之间的走动越来越少，有时候

过年都聚不到一起。

虽然更关心自己能否在新地方扎根，

但郑宇坦言，“亲戚始终是亲戚，不是非

要成天待一块儿面对面的才叫亲戚。”他

会有意识地和亲戚来往，比如路过北京、

哈尔滨时上亲戚家拜访，也常在家庭群聊

里发言。“来往确实是少了，但即便十几

年没见面的亲戚有点啥事，我知道了就会

搭把手。”

刘汶蓉认为，当下环境中年轻一代的

孝道传承也显示出了明显的时代特点。比

如，比起祭祀、传承等仪式，他们更愿意

从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出发，与父母分享健

康、时尚、旅游等方面的“好东西”。

在儒家文化框架下，东亚社会普遍把

家庭网络视作个人发展的支持网。那么，长

辈维系的亲属关系在子代中变淡、孝道从

重仪式走向重实践，是否意味着“无根”？刘

汶蓉表示，不必以此为标准断言一代人是

不是“无根”。“‘根’不是要往回看，而是要

往前，让年轻人自己生根，这才是我们现代

化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芳、林川、郑宇、
方志梅为化名）

不想和亲戚来往的90后们是“无根一代”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罗伊璠 陈垠杉 陈 茜

近日，饼干屑、面包边、火腿碎肉之

类的“边角料零食”走红。经过知名艺人

推荐、大批网红测评，“安利”话题#像

极了我努力省钱的样子#收获 1.4 亿阅读

量，“求同款”飘满评论区。

看着电商平台上“边角料零食”的订

单量，有人不禁疑惑：“哪来这么多的边

角料？”

买的不如卖的精

杨琳最近跟着一些博主下了几单“边

角料零食”，但让她意识到不对劲的是一次

买香米饼的经历。

在收货后，她发现正常销售的香米饼

标 价 为 19.8 元 750g。仔 细 翻 了 翻 购 买 记

录 ，她 发 现 自 己 下 单 的 香 米 饼 是 14.5 元

500g。这 样 算 下 来 ，香 米 饼 边 角 料 每 100g
比正常香米饼还贵出 0.26 元。

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注意到，多位博主在短视频平台“安利”

的一款注心巧克力饼干的边角料号称来自

某大牌原厂，价格是 30.64 元 250g。但在官

方旗舰店，在售的同款饼干 480g，54.9 元。

数学题不难。在评论区，就有多条中差

评，“算下来，好像也没省”“何必捡这个便宜”。

杨琳自称“赶上了网红零食迭代的每

一波浪潮”。从“代工厂”出品到临期食品，

不少像她一样的年轻人热衷于用各种办法

挖掘“物美价廉”的网红零食。网上一浪接

一浪，杨琳觉得自己是从一个坑跳到另一

个坑。

作为北京一家餐饮公司的营销策划人

员，黄默已经注意到年轻人对网红零食的

消费需求。黄默认为，传统的食品加工会极

其注重边角料的回收及处理，但这些边角

料零食能走红，更多是抓住了年轻人的消

费心理——“买了吧也不贵””没多少钱不

退了”，这种看似捡到便宜的假象，加上明

星网红推荐的加持，年轻人的冲动消费也

就水到渠成了。

在一款销量不低的香米饼边角料评论

区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他们收到的香米饼

与商家宣传图片不同，“碎饼很少，基本上

都是有独立包装的完整的香米饼。”

不少消费者都是根据博主推荐购入“边

角料零食”。在这些“安利”视频里，都附有店

铺名称。值得注意的是，有网友买完一段时

间后再检索，发现有些店铺已经消失了。

杨琳现在担心的是边角料的来源。比

如号称是某大牌饼干的边角料，既未彻底

密封，也找不到生产日期，包括发货地等信

息也无法证明饼干出自原厂。还有网友称

自己“10 月 8 日收到的饼干，上面的生产日

期竟然写着 10 月 12 日”。

记者尝试向某个边角料零食商家确认

“包装上是否有生产日期”等细节时，商家

却表示“不清楚”“介意勿拍”。而另一商家

则无法出示任何具体信息，仅说“日期都是

新鲜的，请放心拍”。

追求“零食自由”别被收“智商税”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钱和表示：“食品标签是否合格，仅依据有

无‘生产商、生产地、生产日期’是不够的。”

声称是同一品牌的边角料，会有多种包装、

多种售卖形式，很难具体判定。如果要进行

质检，需要大量样本。“不能判断来源的食

品要特别注重食安问题。”

今年 12 月，某博主在网上晒出了自己

购买“牛肉边角料”的“翻车”经历。她说：

“一开始是在刷边角料零食的视频，有别的

博主也推荐了这款牛肉，还说是实现‘牛排

自由’，我就跟着下单了。”

到 货 的 边 角 料 却 让 她 大 失 所 望 ， 零

零 散 散 的 肉 块 基 本 是 切 剩 下 的 肥 肉 。 她

不 得 已 “ 精 修 ” 出 一 点 瘦 肉 ， 但 有 “ 烧

肉汁都盖不住的强烈的腥味”。最后，她

和 商 家 进 行 交 涉 ， 得 到 的 赔 偿 是 退 回 三

分之二的钱。

在北京金诚同达 （杭州） 律师事务所

律 师 田 静 看 来 ， 这 位 博 主 还 是 “ 吃 亏 ”

了。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

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

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

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

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为一千元。

河 南 师 林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韦 淑 芬 表

示，如果在网购平台买到了“三无”食品，消

费者可以首先与售卖商家、电商平台联系，

看能否协商解决；也可以拨打 12315 消费

者权益电商专线请求帮助，或向当地司法

行政部门的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此外，还

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田静还提醒，在实施维权行动前需要

做好取证工作，如保留购买的食品或照片、

购买凭证以及与客服的聊天记录、快递物

流信息等。

原厂“正主”的矢口否认、众多素人甚

至美食博主的“拔草”“翻车”，年轻人在追

求“零食自由”的路上，好像又被收了“新型

智商税”。

钱和提醒年轻人要“注意看食品包装

标识是否齐全”“看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

期、保存期”“不要盲目追求外表鲜艳的食

品”。但作为一名食安专家，她说：“年轻人

吃好三餐更重要。有的零食高盐、高糖、高

脂肪，少吃最好。”

（文中杨琳、黄默为化名）

边角料零食：走红容易走心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茜

谁能想到，水和咖啡可以“疗”肠？

这类名为“肠疗 SPA”的养生项目，是

把温水、咖啡等液体从肛门注入消费者肠

道内，以此达到商家声称的“排毒减肥”的

效果。

29 岁的杨虹，虽然只是偶尔会轻微便

秘，但“看了那么多‘肠疗’的好评”，决定去

试试。

整个过程大约半小时，杨虹没有体会

到太多的不适感。一根管子进入肛门后，温

水便开始涌入肠道。和医院灌肠不同的是，

管子另一端连着一块彩色的屏幕，显示水

量、水温和时间。画面里，她可以看到仪器

里 涌 出 来 的 温 水 如 何 在 自 己 的 肠 道 内 流

动，最后像溪水冲走“泥巴”一样排除宿便。

“ 视 觉 上 很 重 口 味 ，但 心 里 又 有 点 舒

适。”杨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这次

经历，不过，她有一种强烈的掌控感。

最小的 13 岁，“安全液体”灌肠

某互联网团购平台显示，仅北京一地，

就 有 10 多 家 明 确 提 供“ 肠 疗 SPA”服 务 的

店铺。其中，部分店铺挂有平台认证的银牌

标识。据该平台公布的挂牌规则，银牌是根

据门店产品丰富度、顾客满意度和交易热

度等综合计算获得。

“肠疗 SPA”和医院灌肠有什么区别？

一家店铺的宣传信息显示：医院采用一些

化学试剂，不仅容易有依赖性，而且安全性

差，发生事故的风险较高；而美容院使用的

机器舒适性强，安全的液体也不会让人产

生依赖性。

互联网上的体验笔记、消费评价里，肠

疗机出镜率很高。这是一台呈 C 状的设备，

消费者躺在机器里面，在正对着的屏幕里

可以看到灌肠的全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到一家销售

商用肠疗机的代理商，该代理商告诉记者，

肠疗机一台 2 万元左右，使用培训也不会

耗时很久，“安装加培训基本上一天搞定”。

他透露说，“综合下来，一次肠疗成本大概

20 元钱左右。”

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居民楼内，记者

找到了一家“肠疗 SPA”店。据店家介绍，

他 们 使 用 的“ 安 全 液 体 ”是“ 纳 米 小 分 子

水”。一款标价 388 元的“肠疗”套餐中，除

了 30-35 分钟的“纳米小分子水”灌肠外，

还有 15 分钟的益生菌水灌肠。

店家建议记者，“首次清理肠道连做 3
天，之后可以每 2 到 3 周一次。”很多顾客连

做 3 次，就减重 7 斤左右。

还有店铺用到的“安全液体”是“矿化

小分子水”。至于“矿化小分子水”和普通水

的区别，一位客服回应记者称，“这是机器

厂家研制的，没有做过具体的对比。”

“这就是伪概念。”广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陈文璞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矿物质分类极多，是否真的加

入矿物质暂且不谈，如果没有明确是何种

矿物质，效果也就无从说起。

“讽刺的是，若钙离子含量过高，反而

会加重使用者的便秘。”他说。

陈文璞表示，灌肠实际上是一种医学

治疗手段，通过导管自肛门经直肠插入结

肠灌注液体，以此通便排气。灌肠治疗法有

明确的适应症，多用于肠梗阻或者严重便

秘的患者。

但是，多个“肠疗 SPA”店的客服称，来

的“年轻人很多”，不少是为了“排毒减肥”。

一家店主印象中，他们最小的客户“13岁”。

电 商 平 台 上“大 而 全”的
灌肠供应链

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肠疗”“灌肠”

等关键词，可以找到家用灌肠袋、灌肠溶液

等肠疗链上的各式所需。

而在这海量的选择中，记者发现，温水

只是灌肠的“初代产品”。一家店铺提供益

生菌、绿茶粉、咖啡等多种溶液供灌肠者使

用，售价在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比如，客

服在介绍“纯植物绿茶粉”时称，“灌肠绿茶

粉有修复肠黏膜的功效，纯植物提取没有

任何的添加剂和依赖性。”

在这里购买“灌肠套餐”的消费者，需

要自己完全掌握灌肠时间、速度、水温以及

水压。“灌入速度可自行控制，放慢速度灌

入 有 利 于 时 长 忍 耐 ”，上 述 店 铺 的 客 服 表

示，“实验发现，从肠道清除宿便后，灌肠者

体重可下降 1-15 公斤。”

北京朝阳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曾维根

曾解释说，灌肠能够促进排便，但只适用于

非常严重的便秘，靠此无法达到减肥或者

美容养颜的功效。

然而，貌似立竿见影的效果，仍然让不

少人趋之若鹜，有的微商甚至专门建了“打

卡群”。

一名自称“抗衰老专家”的博主在微信

群中，每天凌晨 2 点 55 分起床跑步，随后带

领 产 品 分 销 商 和 其 他 群 成 员 进 行 咖 啡 灌

肠。在该博主的“知识分享”中，咖啡灌肠不

仅可以“美容养颜”，甚至可以解决发烧、过

敏性皮炎、糖尿病、血压高等多种问题。

针 对 群 内 成 员 反 映 的“ 心 慌 ”“ 恶 心 ”

“失眠”等症状，该博主的“解释”颇有画面

感：“这是因为肚子里的腐败菌在作最后挣

扎，他们大声呼唤，请不要把我弄出体外，

我要继续在你的体内增殖、破坏你的细胞。

所以，当他们被驱赶时，他们会让你痛苦，

让你睡不着觉，让你放弃。”

这种“解释”没有说服陈文璞医生。在

他看来，咖啡里含有的咖啡因，极易对脆弱

的肠道产生刺激，促进肠道蠕动，导致机体

水电解质紊乱，甚至会对身体产生不可恢

复的损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

医师王思平表示，临床上从来没有使用过

或者听说过咖啡灌肠疗法。他同时表示，直

肠黏膜会吸收咖啡因，至于治疗作用，他认

为这一说法没什么道理，“谈不上什么治疗

效果”。

医 疗 行 为 成 美 容 养 生 项
目，危险重重

不仅可以“全自助”，实体店里也有“半

自助”服务。

“ 安 全 保 护 隐 私 ”正 是 一 些 商 家 宣 传

点：消费者不仅可以看到肠道内废物的排

出，甚至可以自主操作“肠疗”机，不用工作

人员在场。

一家主打自助“肠疗”店铺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即便是第一次来店的顾客，也可

以自己将肠疗机的管道塞进肛门，“这不是

难事啊。如有需要，我们再帮忙。”

这让专业人士忧心忡忡。“医院都不敢

确保侵入性操作的绝对安全，更何况没有

医师从业资格证的美容师和消费者？”陈文

璞说，如果没有进行必要的基础检查，灌肠

可 能 诱 发 细 菌 感 染、败 血 症 ，甚 至 肠 壁 破

裂、出血、穿孔。

2021 年 12 月 20 日，江苏省扬州市邗

江 区 人 民 法 院 公 布 了 一 起 刑 事 案 件 判 决

书。孙某某在开设的“水疗洗肠排毒养生

馆”从事灌肠诊疗活动，在为刘某进行灌

肠时，致刘某出现腹痛、便血等症状，经

医院诊断为直肠穿孔，刘某的伤情构成九

级伤残。

最终法院审理认定，孙某某犯非法行

医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在裁判文书网上，养生美容机构的“灌

肠事故”并不鲜见。

“‘灌肠’属于医疗行为，提供‘灌肠’服

务的经营者需要医疗机构资质，提供服务

的人员需要有医务人员资质。”北京君都

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生命科学与

健康医疗法律部主任张文波律师称，若灌

肠服务者在提供灌肠服务时，未遵循相应

的诊疗规范并造成消费者肠穿孔等人身损

害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人身损害侵权赔

偿责任。若服务提供者不具有相应诊疗资

质，则除民事赔偿外，还应承担相应的行

政责任。情节严重的，如造成顾客死亡且

为直接、主要原因的，则应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

他表示，《医疗广告管理办法》 中明

确规定医疗广告的表现形式不得含有涉及

医疗技术、诊疗方法、疾病名称、药物的

内容。因此，若店铺夸大宣称灌肠能够防

癌、减肥、排毒等疗效，则涉嫌构成违法

医疗广告。

在陈文璞看来，很多不科学的减肥方

法，都是急功近利、不靠谱的。经他 20
多年的从医经历总结，减肥的道理再朴素

不过——饮食均衡、合理运动、作息规律。

过度肥胖影响生活时，再考虑用药和手术。

他认为，在有关部门加强对美容机构

的监管之外，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非常重

要，也很迫切。“想要维持肠道健康，灌肠绝

不是一件长久之计。减肥还是要回归生活

本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把身体的掌控

权交给自己，才不会栽跟头。”

盯上肠道的“减肥”险招
□ 张立美

近日，一项对 90 后下
班状态的调研报告显示，超
7 成受访 90 后不等领导下
班就先走，引发网友热议。

员工每天“踩点上班，
到点下班”，但只要没有迟
到、早退，就不存在任何问
题。公司不能对这类员工
采取任何处罚措施，也不
能歧视他们，这是基本常
识。换句话说，员工不等领
导下班就先走，这是他们
的正当权利。况且，员工只
要把当天的工作按时按质
按量完成了，下班之后继
续留在公司也没有实质性
意义，只是做样子给老板
看。从这个角度看，这应该
是一种正常现象，引发网
友热议反而显得不正常。

年轻人“下班不走还
等什么，等着管饭吗？”“是
去挣钱，不是去卖命”的姿
态竟让人直呼“过瘾”。从
表面上看，主要是现在 90
后职场新人的行事作风与
陈旧的职场“潜规则”有很
大不同，这也是近年来不
少企业老板和 HR“借题
发挥”最多的一点。现实职
场中，普通员工到底什么
时间下班，很多公司员工
可能自己都说不清，而是
根据老板、上司的时间来
定。“老板不走我不走”甚
至被不少职场人士奉为职
场“宫斗”的圭臬。而且，对
于不少“打工人”来说，加
班是家常便饭，“早下班，
也是把工作带回家里做”。

要明白一点，用人单
位是不能强迫员工加班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用人
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
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
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同时，根据劳动法
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
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
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
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
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在“下班就走”的理念中，还要读懂90
后心态的转变。90后职场人更在意自身合
法权益的保护，敢于对企业畸形加班文化
说“不”。如果这种态度成为合力、成为常
识，“水深火热”中的前辈们是不是也要感
慨一句“幸亏有你们”？需要提醒的是，企
业老板、HR都要转变思维，不能再把“老
板不走我不走”当成员工对企业作奉献的
标准。企业要发展，更重要的还是看员工
的工作效率、工作业绩，这也是企业遏制
员工上班摸鱼现象的治本之策。

不等老板

﹃
下班就走

﹄
对不对

一 家 网 店 内 ， 既 销 售 各 类 “ 肠 排 ” 溶 液 套

餐，也销售灌肠辅助器具。

一次性肠道冲洗器资料图。 视觉中国供图

生产线工人正在收集刚烤好的饼干。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