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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卓琼

在一些养老院里，
最近成为焦点的不是
老 人 ， 而 是 一 群 00
后。他们靠着为院内
老 人 提 供 陪 伴 服 务 ，

“兑换”到了养老院的
住宿资格。

有人好奇，00 后
住进养老院是怎样的
体验，一名 00 后回答
道 ，“ 和 上 学 住 宿 一
样，只不过我的朋友
年龄大一点，但不妨
碍 我 和 他 们 一 起 快
乐”。在养老院里，00
后 多 了 “ 爷 爷 ”“ 奶
奶”疼爱，老人们也有
了“孙子”“孙女”关
心，双方都被呵护成了

“孩子”。
00 后里，年纪最

大的不过 24 岁，刚刚
步入社会的他们，面临
房租、水电一系列经济
压力，住养老院可以节
省一大笔开支。在“花
钱”这样的大事上，00
后堪称“人间清醒”，
他们相信钱是省出来
的，任何营销手段都别
想套路他们，甚至还能

“反套路”。
我们家就有一个

00 后，平日里，一分
钱薅抽纸、0 元薅毯
子、2元薅小风扇，就
连几千元的某品牌吹
风机都能 0 元薅到手，
我虚心地向她讨教薅
羊毛攻略，她向我传
授 秘 诀 ，“ 拼 组 做 作
业，跟着大神走”。她
曾向我袒露心得：不求大富大贵，只求
每天省下几十。这份精打细算，让我望
尘莫及。

成长在物质丰盈年代的 00 后，相
比追求名牌，更在意的是性价比。00
后去老年食堂、上老年大学、报“夕
阳红”旅行团、住养老院……近些年
兴起的“蹭老式”消费，让 00 后频频

“闯”入老年消费场景，掌握新型省钱
密码，一些 00 后坚信，不买贵的，只
选对的。

低廉的租金并不是 00 后选择住进
养老院的唯一考量。养老院里关系简
单，没有内耗，也不内卷，是00后心里
的乌托邦。养老院更像是一个缓冲地
带，结束了忙碌的一天，回到这里，这
群年轻人得以从快节奏的工作生活中短
暂抽离，找到片刻“宁静”，待他们收
拾好心情，再去拼搏奋斗。

不只是老年人需要陪伴，来城市打
拼的00后也需要“心灵伴侣”。养老院
里的长者来自各行各业，有阅历和经
验，与他们建立良性互动，能“少走几
十年弯路”。不少00后都是爷爷奶奶带
大的，他们中，有的爷爷奶奶过世了，
试图在养老院找到情感寄托，延续这份

“爷孙情”。
被贴上各种标签的 00 后，其实，

是不被定义的一代，他们寻求被“治
愈”，渴望做自己，愿意为“情绪”买
单。某电商平台上，各种盲盒摆件、
卡牌创下了数十万销量，露营、演唱
会现场，00 后也是常客。他们既追求
平价产品，又愿意花钱在网上购买各
种“树洞”陪聊和监督服务，主打
一个“自己开心就好”。有卖家在线
售卖“蚊子”，数百万人花几毛钱购
买这件虚拟商品，众多 00 后参与其
中，图一乐呵，情绪浓度拉满，就连追
剧，他们也喜欢拖动进度条，所以，别
想轻易读懂00后。

不过，喜欢倍速追剧的 00 后，和
养老院里的老人们相处时，却懂得慢
下来。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教上一
遍两遍不会，他们会不厌其烦地教上
三遍四遍，直到对方学会；和老人说
话，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放慢语速，抬
高音量。

00 后知道如何取悦自己，也明白
“该省省、该花花”的道理，有个性，
但懂得适时收敛锋芒，面对比自己大五
六十岁的老人，00 后选择无缝融入，
乐当团宠，收获满满“存在感”。

不久的将来，
住进养老院的这群
小 年 轻 ， 也 会 变
老，他们也会憧憬
着，要是有个当初
的自己能来陪陪自
己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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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志伟 白 杨

一离开网络流行语、表情包就不知如

何开口；在正式场合说话，突然“卡住”，大

脑一片空白；与朋友面对面坐着，却相顾无

言，尴尬非常……不少年轻人感慨自己的

表达能力下降，“词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年轻人为何“词穷”？又该如何摆脱“词穷”？

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新一期《参数》节目

中，一些受访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线上侃侃而谈，线下“欲说词穷”

“线上通过表情包、网络流行语交流，

显得大家融入得很好。”但当回到线下，00
后大学生李欣然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她感

慨，每次放完长假返校，和同学见面都有

种网友“奔现”的感觉，突然不知该说些什

么，“线上‘e人’，线下‘i人’（MBTI人格测
试，e人指性格外向的人，i人指性格内向的
人——编者注）的情况时有发生。”

“我在线上比较‘e’，谈吐交流更自

如。”19岁的大一学生曹洛萌坦言，到了线

下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出现过大脑突然“宕

机”、一片空白的情况。

25岁的姚文进在新媒体行业工作，在

他看来，网上的交流比较简约，有时一个词

或一个表情包就能反映个人的想法和心

情，但在线下，则需要即时的、真实的反应，

这时容易出现“词穷”的情况。

“在专业领域内，我的表达能力有所提

高，但在日常的表达中，语言能力有所下

降。”北京某高校大四学生王晨松说，自己

在表达情绪时，会因为想不到词而“卡住”，

而且有时难以精准表达想说的内容。

“从我接触的年轻人来看，最直观的感

受是他们的表达意愿不太强，你问一句，他

答一句，不太会主动沟通。”作为一名 70
后，王玲记得自己年轻时，经常会引用一些

名人大家的句子，而现在不少年轻人更喜

欢用网络流行语。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

查显示，过半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

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

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

“年轻人出现‘词穷’问题，或者说表达

能力下降，主要是指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

语言能力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

院讲师赵菁认为，作为“网生一代”，这一代

年轻人在网络中沟通交流如鱼得水，而且

颇有创意，擅长造梗，不太会“词穷”，但脱离

了网络情境，就容易出现表达不畅的情况。

“词穷”背后是表达能力的退化

“之所以出现‘词穷’，可能是积累不

够。”李欣然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依赖碎

片化的表达，比如形容对方很棒，首先想到

的是“666”“yyds”等网络用语，正式的词语

反而想不起来了。“这种零碎的、直白的、浅

显的表达方式，影响了我们的阅读方式和阅

读习惯，缺少积累后，语言就会变得很贫瘠。”

在北京工作的白雪儿感觉，表达能力

下降主要是说得少了，“就像家乡话，因为

平时不怎么说，等到回老家和长辈交流时，

就会变得不敢说，不知道怎么说”。白雪儿

觉得，“词穷”的情况要引起重视，“如果说

中文变得像在说一门新的语言，是件很不

好的事情。”

“‘词穷’反映的是表达能力的退化。”

曹洛萌觉得现在大家使用手机的频率越来

越高，无论是跟家人，还是跟朋友，线下面

对面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少，越缺少沟通，就

越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些年轻人想表达，但忘记了这个

词，就像‘提笔忘字’似的，有时虽然知道这

个词，但不清楚准确的含义和使用场景。”

王玲表示这种情况不仅在年轻人中常

见，自己也遇到过。谈及原因，王玲觉得

现在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地方太多了，很难

静下心去读书学习，“我们公司有图书角，

但真正去读书的人很少，读书的氛围也没

原来那么浓厚，读的书少了，词汇量渐渐地

就下降了”。

“网络中的语言表达逻辑和现实中的

不同，一些年轻人长期沉浸在网络世界中，

当回到现实世界时，会出现不适应，尤其在

一些正式的、公开的场合，更容易出现‘词

穷’的情况，表达也比较粗糙。”赵菁表示，

网络世界是个信息过载的世界，充斥着情

感、精神、感官上的刺激，面对海量的信息

冲击，个人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细微的感

受，因而变得麻木，进而对所有信息缺乏耐

心，无形中丧失了精细的语言表达能力。另

一个原因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交往是趣

缘化的、圈层化的，他们会通过表情包、缩

写词等手段，设置进入的壁垒，在这个圈子

里，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但在现实的交

往环境中，总会出现不熟悉的人，没办法筛

选“圈子”，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词穷”的

情况。“而且现实中的关系大多是长久的、

难以轻易退出的，比如家庭关系、社交关

系、亲缘关系等，如果表达得不好，会影响

关系的质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干脆闭

嘴不说了。”

在现实交往中找回表达能力

“多进行深度阅读很有必要。”李欣然

觉得现在 AI工具越来越发达，用这类工具

搜集资料、写文稿越来越方便，但个人不能

被工具“绑架”，要重新建立阅读习惯，在读

书中提升文化素养、锻炼表达能力。

王晨松认为，提高表达能力，保持输入和

输出是可行的方式。“一方面要在平常的学习

生活中，多看书，加强专业知识的输入，另一方

面，要与周边的朋友多交流，比如就某个话题

进行深度讨论，提升逻辑思维能力。”

“无论是职场人士，还是大学生，社交能

力和表达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技能。”曹洛

萌说，学校时常会举办线下的活动，大学生

可以多多参与其中，拓宽交友圈。“同时要放

下手机，把更多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

“线上只是初步认识，如果想要真实、

清晰地了解对方，还是要到线下。”相比于

线上，姚文进更喜欢在线下与朋友交流，

“沟通交流是需要场景的，可以多组一些线

下交友的局，积极参与线下活动，个人的表

达会越来越清晰。”

“年轻人要保持好线上和线下之间的

平衡，在现实生活中建立关系、获取力量。”

赵菁认为，网络世界的交往逻辑是以自我

为中心的，关系比较脆弱，不利于个人的成

长成熟，尽量不要将网络中的表达逻辑沿

用到线下。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

提升，赵菁认为，这些能力需要有意识地练

习和培养，比如每天利用固定时间或碎片

化时间，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日积月

累会有显著变化，语言文字的敏感性和精

细的理解能力会逐步提升。“主流媒体要发

挥引导作用，减少‘萌化’‘简单化’的表达

方式，提供有深度、有逻辑的严肃报道内

容。年轻人可以多关注这类时事报道，锻炼

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

在北京的朝阳公园，24岁的刘丽佳正

在和同事一起健步走，

她觉得和大自然接触、

多出去运动很重要，

“在轻松愉快的户外环

境中，个人的性格会越

来越开朗，自然而然会

更愿意与他人交流”。

年纪轻轻一遇线下交流为啥张口忘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春天，对于苏州的茶农来说，

是收获的季节。”手捧卷曲如螺的碧

螺春，江苏苏州创业青年、90 后柳倩楠在抖音平台开起

了茶叶小店。如今，这个始于 1953年的江苏老字号在网

上的旗舰店已有 11.2万粉丝。

直播带货时，柳倩楠也会泡一杯自家的碧螺春茶。茶香

氤氲间，她向网友分享着从碧螺春中体会的生活闲适、滋润

与韵味。今年的明前茶已经上市，她的“抖音小店”忙得不可

开交，经常“熬夜发货”。

唐朝“茶圣”陆羽将碧螺春以“洞庭山茶”之名写入

《茶经》。清朝皇帝康熙则以其“色溪清碧，卷曲如螺、采于

早春”之特性用“碧螺春”为其命名，清代诗人龚自珍更不

吝笔墨，赞其为“茶中天下第一”。

江苏老字号进军互联网

柳倩楠生长于吴中区东山镇的一个茶香世家。从幼

时记事起，她的生活就浸润在茶香之中。父母都是制作碧螺

春茶的大师。学业之余，柳倩楠就会走进茶厂，在长辈手把

手的带领下学习炒茶、制茶。

2011年研究生毕业后，柳倩楠并没有选择与所学专

业相关的金融、贸易类的工作。相反，她选择回到家乡，回

归茶园与茶厂。

作出这个选择，柳倩楠并不是头脑发热。其实，早在学

校时，她就敏锐感觉到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带来的商机。

结合自家的茶厂，柳倩楠试着开网店，为自家茶叶打

广告、拓宽销路。线上销售不比线下，店家需要在没有试

饮等环节的情况下，获取顾客的信任。

“这对于茶产业来说，是一项不太容易完成的事情。”

为此，柳倩楠首先从电商客服工作人员做起，不辞辛劳，

为网络下单客户解决问题。

在不断的经验积累中，她发现，营销并没有绝对的套

路，赢得销量和声誉的是诚信和真心。每卖出一包茶叶，柳

倩楠总会在发给顾客的快递包裹中加上小剪刀和小夹子。

用剪刀方便剪开茶叶袋子、取出茶叶后夹子又方便

封装……在柳倩楠看来，这样的“小赠品”是“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如果密封不当，茶叶会发潮、香味也会丧失。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让顾客丧失对产品的好感。

小剪刀和小夹子的设计一方面让顾客感觉到贴心，另

一方面，也可以保证茶叶的优质存放，让顾客品味茶香。

随着销量的不断提高，柳倩楠建议茶厂专门成立网

络营销团队，由专人负责线上营销工作。她先后在多个电

商平台建立品牌旗舰店，拓宽销售渠道。

经过柳倩楠的多年运营，公司品牌形象得到大幅提

升，电商会员粉丝人数超 30万，公司旗舰店在绿茶店铺

排行榜上稳列前三，年销售额近 5000万元。

让“碧螺春”有更多可能性

经过打拼，柳倩楠从父母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公司

的总经理。

在企业蒸蒸日上的同时，柳倩楠也发现了企业发展存

在的问题。原来，碧螺春茶以明前茶为最佳。天气炎热时，不少

顾客买来解暑、饮用。气温一旦下降，喝绿茶的顾客就会减少。

“全年有一半的时间忙得要命，另一半时间却无事可

干。”柳倩楠表示，随着传统文化不断推广，年轻人越来越喜

欢茶这种健康的饮料。而碧螺春茶高昂的价格却让“学生

党”、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望而却步。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柳倩楠开始带领团队研发攻

关。从苏州特色的碧螺红茶入手，柳倩楠成功研制出桂花红

茶、玫瑰红茶、蜜桃红茶等近 30个新品，并获得两项发明专

利、18项应用新型专利和 46项外观设计专利。

作为发酵茶，桂花红茶等新产品不仅延长碧螺春茶的保存

时间，也降低单品价格、调和口味，成为年轻人喜欢的饮品。

通过“线上+线下”“国内+国外”协同发展的营销策略，

柳倩楠目前与多家跨国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年销售额稳步

突破 9000万元。

讲好茶故事

父亲是国家炒茶大师，母亲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柳倩

楠顶着压力和包袱，苦练碧螺春茶炒制技艺。七年磨一剑，

她的炒茶技艺越来越纯熟，并在青年炒茶大赛等活动中取

得了一系列不俗成绩，成为一名真正的“茶二代”。

随着不断的深入了解，柳倩楠深感守住洞庭山碧螺春

茶“老味道”的重要性。

2018 年，在她的号召下，公司联合全镇 6 家专业合作

社、两个家庭农场、5户经营大户共同组建“苏州碧螺茶业产

业化联合体”，通过办论坛、搞培训、向茶农收购茶叶和发放农

资等举措，规范茶农种植，带动农民致富，推动产业兴旺。

为了让更多的青年茶人学茶、让消费者了解茶，柳倩楠

多方奔走筹措资金，建设“江南茶文化博物馆”。

经过持续优化升级，博物馆被打造成集碧螺春茶历史

文化展示、非遗文化体验、实践培训、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综

合性产业链项目。如今，该博物馆成为长三角诸多大中院校

的教育实践基地，并已陆续接待游客、学子 7万人次。

多年前，柳倩楠在公司和博物馆门口摆起凉茶摊，

她让专人负责，拿出家里上好的茶叶，免费服务高温中

作业的人们。

渐渐地，路过喝凉茶的人越来越多，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建筑工人，甚至游客、路人也都闻

讯赶来。2019年，公司加入“清凉苏州”

联盟。直至现在，柳倩楠的爱心凉茶从

未失约，悠悠茶香飘在吴中的东山镇。

春天的茶有了青春的香

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团委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深化实
践育人效能为工作主线。学院团委
以志愿服务引领学生思想建设，依
托团总支和团支部层层建立各级
青年志愿服务队，组织和引导志愿
服务队开展各项服务工作，2023
年，学院 6065 名志愿者累计志愿
服务时长达 111.68 万小时。组织

“正青春，共实践”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结合专业组建125支服务队，深入农村、社区、非
遗工作室、乡村幼儿园等基层一线场所，参与公益服
务、社区服务、乡村振兴、兼职锻炼等，以专业服务社
会，同时提升自身素养。未来，学院团委将以青年学生
素质养成为切入点，把实践教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展
和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结合，立足专业优势，为学生搭
建行知课堂，为助力当地发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献
计献策，实现双向受益，引导大学生立志成为有理想、
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承 德 应 用 技 术

职 业 学 院 团 委

副书记 王馨慧

江苏省苏州市虎
丘区枫桥街道团工委
坚持党建引领团建工
作，凝聚青年、提振队
伍、服务中心、带动青
年服务社会发展，勇
于应对新时代、新形
势下的新挑战。打造

“团聚青枫”品牌，打
造“青‘枫’聚核行动，

赋能发展型城市建设”创新创优项目，举
行“春枫有约”、青年社团问迹初心、“青
枫画廉”青年干部“青廉行动”等系列活
动”，持续引领青年队伍提升；打造“团
聚青枫 融汇健康”青年学习社线路，打
造全市首个集宿区的青年运动健康空
间，全方位服务辖区青年发展；培育多个
主题青年社团，不断集聚青年向心力，提
升青年服务中心战斗力。

江苏省苏州市虎

丘区枫桥街道团

工委书记 徐君妍

不少消费者在超市选购商品时，常常遇到同一个问题：食品生产日期

标签常因字体小、颜色浅、位置隐蔽而难以辨认。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

发《关于鼓励食品企业优化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签标识

的公告》，推动食品企业积极采取针对性改进措施。这看似不起眼的标签，实际上不仅映射出企业的经营态度，更

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食品企业应切实遵守法律法规，确保重要信息的清晰、准确标注，以实际行动

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加大监督力度，推动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共同构建安全、透明的消

费环境，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漫画：程 璨

制图制图：：林天羽林天羽

看“日期”需放大镜？

柳倩楠（右）在镜头前介绍产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