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腊月二十四，小年如期而至。一年至此，已是尾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年”，疫情防控成为常态，在此
背景下，年轻人的过年“姿势”都发生了啥变化？

刚从北京回来不久的大学生
陈莎，则耐不住寂寞与好友约了
起来。和80后、90后不同，搓麻、
吃饭、唱 K“老三样”不再是 00 后
大学生的选择，密室逃脱、剧本
杀、滑雪、露营等开始成为聚会新
趋势。

“朝气”“锐气”是年轻的代名
词，但偷懒、犯困也是年轻人的特
写。在荷塘区某小区，就地过年
的单身小伙朱伟为了不大费周章
地做年夜饭，准备了自热米饭、自
热火锅和方便面，不开火也能搞
定年夜饭。此外，他还购买了自

动炒菜机等智能家电，就连窗帘
也是手机APP一键拉伸、收放的，
不动身也能搞定家务。

此外，年轻人还会将过年的
喜悦分享给宠物，宠物年夜饭、宠
物新衣等纷纷加入年轻人的年货
清单。

氛围十足的妆容、喜庆的服
饰、灿烂的笑容……经过在照相
馆两个多小时的“倒腾”，唐先生
拍了一套传统服装的中式工笔画
复古风格的全家福。当他在朋友
圈晒出新鲜出炉的“新年大片”

后，立马引来亲戚朋友的点赞。
多家快时尚照相馆负责人表

示，顾客多选择复古风、新年红的
风格。在李丹的摄影工作室，中
式工笔画的风格很受欢迎。该种
风格服饰以旗袍和民国服装为

主，整体拍摄风格干净。
泰山西路的这家快时尚照相

馆专门推出了新年系列的全家
福。该系列以中国红为主，拍摄
风格偏生活化，主要是捕捉日常
生活的温暖。

1 月 26 日上午 10 点半，在泰
山路一家快时尚照相馆，化妆师
在给准备拍摄全家福的一家人化
妆。这家快时尚照相馆负责人刘
先生介绍，照相馆在4年前推出了
拍摄全家福项目，业务量逐年增
长。今年从1月份开始，拍摄全家
福的预约就排到了小年后。3—4
口之家的小家庭，拍摄时间在两

个小时左右，目前该照相馆每天
都有 10 多组家庭需要拍摄，几乎
每天都要忙到晚上8点。

李丹在王府井写字楼开了一
家快时尚摄影室。他介绍，随着
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80”“90”
后父母，普遍比较注重生活仪式
感，过年前，带着孩子和父母，拍
一组红红火火的全家福已经变得

很普遍。
朱先生去年有了二孩，让家里

添了不少欢声笑语，过年前，他也选
择拍一组全家福来记录新家庭成员
的到来。朱先生说，虽然现在手机
拍照很方便，但毕竟拍摄水平有限，

“要记录幸福的2021年，拍一组全
家福，纪念当下的幸福感，以后再拿
出来看，就是最珍贵的回忆。”

岁末拍全家福成新风尚

复古风、新年红最受欢迎

密室逃脱、剧本杀、露营成为聚会新趋势

要过年了
你有送礼焦虑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王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心
理和需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送礼越
来越讲究。健康、贴心、与众不同，成
为时下送礼的普遍标准。再加之疫
情，各地提倡就地过年，打乱了原本的
春节节奏，让送礼成为晚辈的头号难
题。

礼物选不好，两头难受

家住天元区泰山公馆的刘玲玲告
诉记者，以前，家里送礼的事情都是母
亲筹备。2021年她刚刚结婚，母亲要
她自己准备送给长辈的礼物。

一想到要给双方长辈挑选礼物，
她就头疼不已。她觉得，过年走亲戚，
像一场大考，卷面分数不能太低，该送
的礼必须要用心准备。但不同人喜好
不一，对于所收礼物的价值，评估方式
可能截然不同。太高端，面子有了，自
己的经济能力承受不起；烟酒糖，虽然
钱花得少，却太平淡无奇，展现不出送
礼人的心意。

69 岁的张女士去年过年收了十
几箱牛奶，喝不完都过期了；刘先生收
到侄女送的充电宝根本用不着；收到
智能泡脚桶也很鸡肋，成奶奶说，自己
烧点开水就泡了脚，不想搞得那么麻
烦。

礼物选不好，送礼和收礼的人两
头难受。双双感叹，“难呀！”

品牌和电商平台想分一杯羹

为解决送礼人的焦虑，网上遍布
各种指南攻略。家住天元区美的城的
王女士表示，虽然也为送礼发愁，但网
上那些博主说得太夸张，并不能真正
吸引她。她觉得，礼物如果参杂太多
功利目的、成为攀比的载体，就违背了
礼尚往来的初衷。

不止博主群体，想要在“送礼”上
分一杯羹的还有品牌和电商平台。

三只松鼠“聚焦坚果”战略后的首
次年货节已经开战。作为国民品牌一
直备受大众的关注，在抖音、快手、天
猫等销售行情一路高歌。元气森林则
是直接和迪士尼联名，推出了跳跳虎
系列乳茶礼盒。

本土企业唐人神线上、线下齐发
力，推出一系列虎年礼盒，唐人神相关
负责人表示，“腊乳猪、金猪礼盒、集锦
礼盒等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家乡味
道，或许是人们送礼的首选。”

市民姚女士说，她思来想去，还是
准备了唐人神的礼盒给长辈，价格实
惠，还有分量，“礼不在大，而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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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要有仪式感 过年拍张全家福
快时尚照相馆生意火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一提起过年，总会
让人想到大扫除、贴春
联、买年货等。随着时
代变迁，如今，过年拍
一张全家福成为不少
家庭的新标配，“咔嚓
咔嚓”的快门声中，溢
出了浓浓的年味儿。

▲1月26日，市民在泰山路某快时尚照相馆拍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脏脏包薯片、黑松露薯片、
香脆鱼皮、鸡尾酒巧克力……真
不懂现在年轻人咋会对这些网购
食品感兴趣。”1 月 25 日，家住天
台小区的曹先生一边吐槽着女儿
买的网红新潮零食，一边又忍不
住尝了尝零食的味道。

随着市民年货选购的品类愈
来愈多元，速食国宴菜、网红新潮

口味等不可思议的美食也一一被
搬上新年餐桌。

“这个牌子很正宗，和我在家
吃的椒盐皮皮虾味道一样。”因疫
情防控原因，在株务工近4年的粤
籍市民曾女士不得不就地过年；
然而，物流发达让她遍尝家乡美
食后，不禁开始为自己的体重担
忧，因此，她在网上淘了一个平板

式迷你电动跑步机。
“现在家家都丰衣足食，年后

回来都快走不动了。”同样为了不
困于“佳节胖三斤”魔咒的28岁湘
西小伙邹先生，也往老家邮寄了一
个无绳蓝牙跳绳器。“疫情防控形
势下，亲戚来往少，节日里无聊或
者吃完饭拿着它运动、消食，既安
全又不扰民，挺好的。”邹先生说。

一边吃网红新潮零食，一边买电动跑步机

年轻人过年有“新姿势”你中意么？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楚曈

但花钱买一个蛋糕、一个手
机壳和一把梳子的价格并不比
DIY高，甚至相对较低，为何还有
不少人选择走进DIY店铺？记者
在采访中得到一个共同的答案：
过程比结果重要。

在他们看来，虽然商品的获
取变得异常便捷，但顾客肯花时
间走进 DIY 工作室，静下来创作
属于自己的产品，他们不再仅仅
满足于商品的获得，而是注重自
己动手体验的过程，因为有了自
己的参与和专注，这份商品也变
得与众不同。

“对顾客来说更看重的是体验
过程以及赋予商品的某种情感，体
验过程正是 DIY 行业的一大卖
点。”南糖手工蛋糕烘培店主告诉

记者，DIY蛋糕就是增加亲子间互
动的有效途径之一，原本的烘焙蛋
糕店里会变成亲子乐园，很多家长
和孩子一起完成蛋糕制作，增进相
互感情，对家长而言“能够安安静
静地花上一个小时的工夫陪伴孩
子做这件事情很幸福”。

“因为是自己做出来的，投入
了自己的感情，物品好像也富有
了情感。以前好朋友过生日直接
送个蛋糕就好，现在觉得这样不
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会特
地花上时间用心制作一个蛋糕。”
95后的丁晴对记者说，在制作过
程中想起很多和好朋友的美好回
忆，然后把点点滴滴倾注到蛋糕
上，有祈祷，有祝福，有快乐，有安

祥，这份蛋糕自是珍贵。
“顽木堂”店主叶丽娅表示，尤

其国家“双减”政策落地后，更多的
家长、学校、孩子都选择手工木艺
作为课外活动，不仅培养孩子的动
手能力，还可以修生养性，如今儿
童顾客的占比已超过成人。

因此，为了这种温馨、解压的
慢节奏的体验感，这些 DIY 工作
坊的布景上也煞费心思。

“原木色的设计、芦苇插花，
灯光柔和，音乐舒缓，无论是小朋
友还是成年人置身其中，都会很
放松，很解压，这也是体验感好的
原因之一。”“壹拾零·DIY手作研
习社”店主张哲说。

DIY经济在兴起

体验消费成卖点 DIY经济渐行渐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易蓉 实习生/何雅妮

体验过程成卖点

“自己做的蛋糕有一份独特的味道！”1月26日正值农历小年夜，在芦淞区王府井梦梦翻糖蛋糕订制DIY店里，90后
顾客小敏刚精心制作了一款庆祝蛋糕，上面有她亲手用巧克力画上的一家人的卡通头像，这份心意独一无二。

不只是蛋糕烘焙。近日，记者走访调查发现，随着消费提质升级，体验经济的盛行，手工DIY作坊逐渐成为了创业热
潮，涵盖手工制作蛋糕、木艺、吊坠、饰品等十多种手工工艺，为追求独一无二的消费者提供了充足的选择。

眼下，由年轻人兴起的DIY经济正成为街头巷尾一道新的消费风景。

“周末带着孩子去烘焙坊、陶艺坊既能锻
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能培养孩子的想象
力。”80后妈妈刘女士对记者说，现在外面天
气冷，不适合户外活动，周末带孩子去做DIY
烘焙、DIY陶艺是项不错的选择。

DIY（Do It Yourself）顾名思义，就是
“自己动手制作”。烘焙、陶艺等作为传统的
手工DIY，深受顾客青睐。据介绍，梦梦翻糖
蛋糕订制 DIY 可以选择制作价格 88 元起的
蛋糕和雪花酥、58 元起的手工巧克力、饼干
等，一个蛋糕的制作价格在 128 元至 228 元
不等，店家会根据不同客户的喜爱和需求推
荐蛋糕图案。

记者在美团上搜索株洲 DIY 工作坊，这
类工作坊多达六七十家，除了烘焙、陶艺，木
艺、编织、吊坠、戒指等都加入到手工 DIY 的
阵列。

位于王府井A座9楼的“壹拾零·DIY手
作研习社”便是一家可以手工制作串珠、手机
壳、香薰、拼豆豆等工艺的 DIY 工作坊，几对
小情侣正在用奶油胶制作情侣手机壳，当做
送给对方的新年礼物。

“奶油胶制作和手工拼豆豆，这是当下最
受欢迎的两种手工工艺。”店主张哲告诉记
者。

张哲是名90后，大学读的是工艺美术专
业，平时就喜欢做手工扎染的工艺活，在上班
几年后，果断辞职做起了DIY工作坊，可以给
顾客提供定制化的手工制作服务。“现在生活
节奏加快，能够沉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很开心。每一个吊坠、每一个香薰、每一幅画
都是根据顾客自己的需求，精心制作出来的，
很有意义。”张哲表示，DIY的价格不等，根据
材料和难易程度不同，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
元不等，定制化的手工制作会贵一些。

木头也可以DIY。在天元区广厦路上一
家名叫“顽木堂”的工作坊很是个独特的存
在，作为株洲首家手工木艺DIY工作坊，由株
洲市“吴氏木雕”非遗传承人吴穷时创办，自
3年前开业至今，备受顾客青睐。

“我们主要接受团单客户，已自主研发了
80 余个木艺教学课程，为 100 多家机关、企
业、学校、景区提供了研学服务。”“顽木堂”店
主叶丽娅表示，成人顾客多是做梳子、书签等
日常实用性木质产品；儿童则是做车模型、胸
章等玩赏性的木质玩意，人均单次消费在
200元左右，一年下来有2000多名顾客。

产业融合成市场趋势

这两年，全市的 DIY 工作坊
就像“一夜春风来”，遍地开花，
但却也有“生命周期短”的困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
从事手工创作的店主大多出于
自己的喜好，但有不少店主坦
言，DIY手工创作生命周期短，有
些客户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不
耐烦，新鲜劲儿一过，顾客来得
就少了，有些 DIY 店铺抵不住客
源下滑和经营成本提高的压力
被迫关门，然后又有新的 DIY 迎
头兴起。

“前几年生意确实不错，有
时一天的营业额达上千元，如今
客源少了，房租也贵。”同为蛋糕
烘焙店店主的孙女士告诉自己，
不久前，她从顾客那里也听到有
其他蛋糕烘焙坊关门的消息，关
于接下来的打算，她也有些茫
然。

有茫然，但更多的是反思和
奋起。

有业内人士分析，蛋糕烘焙
店经营模式较为单一，顾客制作
饼干、巧克力、蛋挞等，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方面的体验活动。以
网吧为例，以前提起网吧，大家
第一感觉是脏乱差，但现在网吧
转型升级，成为高大上的网咖，
在这里可以喝咖啡，可以享受更
多的娱乐休闲服务。产业融合
发展是大势所趋。

同理，手工 DIY 不能简单提
供一个现场体验的场所，而是要
融合顾客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
务，最大程度上提升顾客的体验
获得感。

而 在 DIY 行 业 算 是“ 老 资
历”的“顽木堂”也有自己的法
则。

“DIY其实属于文创行业，要

卖产品、卖设计，才能创造高附
加值，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叶丽娅说，木艺其实是冷门且小
众的DIY工艺，“顽木堂”之所以
能生存至今且越做越好，得益于
以强大原创设计能力为支撑的

“卖产品”经营理念。
眼下，他们已与其他商家对

接，开发联名产品；接受企业的
委托，为他们设计木质文创产
品；“顽木堂”自有的文创品牌

“顽木”也在走俏市场。“就像‘谭
木匠’的梳子一样，以后‘顽木’
也 会 成 为 株 洲 的 一 种 文 创 品
牌。”叶丽娅说。

作为市非遗物质传承人，将
传承文化与商业价值融合，相互
成就，这是“顽木堂”创始人最希
望的结局，也是这个行业获得长
久生命力的出路。

▲“壹拾零·DIY手作研习社”内，顾客正在手工制作产品。受访者供图

◀梦梦翻糖蛋糕订制DIY工
作坊里，顾客自己动手制作蛋
糕。受访者供图

▲“顽木堂”店里，顾客自己
动手做木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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