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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对象：6-16周岁青少年儿童

6月1日起，株洲日报社晚报一楼大厅接待咨询和报名，现场有惊喜相送

报名缴费直减200元
3人及以上同行或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报名，再降200元

安全教育营 未来警察营 生命成长营7天 14天 21天

2980元 4980元 6680元

识别二维码，入群了解详情

路面沟盖板缺失 5 块，形

成超过 2 米长的深沟……7 月

4 日上午，天元区新东路石峰

大桥下路段，车主胡先生遭遇

惊险一幕：车辆右前轮突然陷

入路面沟盖板缺失的排水沟，

车头倾斜，底盘摩擦地面，左

后轮悬空。

事故发生在上午 9 时 50

分左右。事发路段，位于靠路

边的两条行车道中间有一条

排水沟分布。排水沟紧挨着

两条行车道中间的实线，并与

实线平行。排水沟上方铺盖

着铁质沟盖板。现场有 2 处

位置有沟盖板缺失。一处位

置缺失一块沟盖板，另一处位

置缺失 5 块沟盖板。附近居

民反映，该处的沟盖板在一天

前还只缺失 3 块，此前该路段

已发生过车辆因沟盖板缺失

“掉沟里”的情况，希望相关部

门加强监管和维护。

事发后，胡先生拨打了城

管部门及交警部门的电话反

映情况。 天元区市政维护中

心的工作人员到场，称该路段

排水设施不达标，住建部门还

在进行改造，还未移交给市政

部门进行管理。工作人员表

示将把情况向住建部门进行

反映。

民警随后赶到现场，表示

要对排水设施的管理单位进

行查找。

为了让车辆脱离困境，胡

先生打电话向一名叉车驾驶

员 求 助 。 但 叉 车 迟 迟 未 出

现。现场采访的本报记者发

现路边桥下有一堆水泥块，搬

了 3 块水泥块放进排水沟，垫

在车辆右前轮后方，并指挥车

主尝试倒车。经过几次尝试，

车辆成功脱离困境。

“ 谢 谢 你 一 直 在 想 办 法

帮 我 解 决 困 难 ，最 终 帮 我 脱

离了困境，非常感谢。”胡先

生 对 记 者 说 ，希 望 该 路 段 的

井 盖 缺 失 问 题 尽 快 解 决 ，消

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降

费率、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记者昨从市

人社局获悉，我省印发了《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保生活工作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发

布了系列援企稳岗保生活政策。

《通知》显示，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

费 12 个月以上且无历史欠费，上年度未裁员或

裁员率不高于 5.5%，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

裁员率不高于 20%的，可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政策实施至 2024年 12月 31日。

稳岗返还标准为：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

职 工 上 年 度 实 际 缴 纳 失 业 保 险 费 的 30% 返

还，中小微企业按 60%返还；社会团体、基金

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大型

企业实施。

《通知》明确，对参保缴费 1 年以上、取得

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

在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内，申请技能提升

补贴。申请标准为初级（五级）1000 元、中级

（四级）1500 元、高级（三级）2000 元。同一证

书只能享受 1 次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享

受补贴次数不超过 3 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由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代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

生育保险）费和大病保险费。中断缴费 3 个

月内（含），不设待遇等待期，失业人员从缴费

到 账 之 日 起 享 受 职 工 医 保 待 遇 ；中 断 缴 费 3

个月后，失业人员自缴费 30 日后享受职工医

保待遇。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资金继续采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无需

企业另外申请。我市将进一步畅通失业人员申

领 失 业 保 险 金

渠道，全面取消

证明材料、捆绑

条件等，确保失

业 人 员 仅 凭 身

份 证 或 社 保 卡

即可申领。

扫描下面二

维码，可查看《通

知》全文。

规范骑手行为
我市拟建黑名单制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2021 年以

来，全市因“摩电车辆”交通事故造成 26 人死亡，其中涉及

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的伤亡事故较为多。7月 4日，市文明

办开展“文明骑手”专题调研，分析问题根源，探讨解决方

案。

据了解，目前城区有 17 家快递企业和 6 家外卖企业，

从业人员共 4000 多人。这些企业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

主要以三轮车和电动摩托车作为配送车辆，他们的驾驶

行为是否遵守交通规则，直接关系到道路安全。

市文明办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公布，今年二季度，城

区 14 个主要交通路口的监控视频显示，“摩电车辆”和行

人闯红灯合格率为 91%，闯红灯时间集中在周一至周五的

午餐和晚餐期间，人员集中在外卖骑手。

市交警支队公布，2021 年，我市“摩电车辆”交通事故

造成 166 起伤亡，其中 16 人死亡。虽经大力整治，但 2022

年和 2023 年仍分别发生 4 起和 6 起死亡事故。这些事故

中，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未佩戴头盔、闯红灯、逆行等违法

行为引起的事故较为突出。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要加强员工培训和

管理，提升文明交通意识；各部门需积极履职，了解基层

困难并提供指导；各方要加强沟通，大力推广行业文明典

型，加强正面宣传，建立“黑名单”制度，进行案例警示。

市民私家车掉入沟，记者帮忙弄了出来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稳岗礼包”来了，请查收
失业保险稳岗返免申即享、技能提升补贴最高可领2000元

胡先生的车辆被困。 记者/刘平 摄

记者从路边搬来水泥块

“填水沟”，助车主摆脱困境。

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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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中药香的茶饮成“新宠”

喝腻了奶茶、咖啡的年轻人，如今改到养生茶饮

店里相会了。

昨天下午，记者走进位于天元区滨江南路的“未

止饮品店”，扑面而来就是一股浓郁的中草药香。

与时下流行的饮料店、茶馆相比，这家门店装修

风格更具传统特色，木饰搭配中药箱柜，摆着中式桌
椅，墙画和装饰品也是店主自己用中药材制作的，显
得古色古香。

店内产品以现煮的中药茶饮为主，比如用菊花、
决明子、金银花、枸杞、黄芪制作的“熬夜元气茶”，适
合习惯晚睡的年轻人；而用具有理气消食功效的山
楂等制作的“消食茶”，有助改善积食、消化不良等情
况，这类茶饮的售价在 19-21元不等。

看似普通的一款中式茶饮，展示的是中医传统养
生文化，也因此吸引了不少爱尝鲜的年轻人来探店。

“以前觉得保温杯里泡枸杞太老派了，现在我也
会研究各类养生茶饮，加入养生军团。”今年 30 岁的
张佩曾是狂热的奶茶爱好者，直到体检查出高血糖，
只得戒断并寻找替代品。在她看来，这类中药茶饮
店在装修风格上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适合年轻人打
卡拍照。从味道方面来说，饮品中淡淡的草药香和
清爽的口感，不仅润喉，喝下去也不会产生健康等方
面的心理负担。

有商业分析认为，“健康牌”已成为茶饮赛道的
新风向。

《2023 中国新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在“00 后”
的保健相关消费中，养生茶、花草茶购买人数最多。

“现在大家的养生意识高了，年轻人对中医药、
传统文化也更加热衷，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

更多人普及中医药文化。”该门店负责人澜澜介绍，

目前他们还根据顾客的需求，推出了中草药养生茶

饮包等产品，此外还开发了冥想打坐等公益课程，增

加消费者粘性。

年轻人在养生理疗馆“扎堆”

“90 后”小李是一名媒体行业从业者，因为长期

伏案久坐，时不时会觉得肩颈酸痛，身体也感到异常

疲惫。

此前小李并没有养生意识，直到去年接触到中

式头疗，“没想到直接在店里睡过去了，这才发现自

己实在是太疲惫。”

自此，小李仿佛找到了放松的法门，一旦因忙碌

觉得头昏脑涨、精神疲惫，就赶赴头疗养生馆舒缓一

下，此后又逐步扩展到肩颈放松、全身推拿等。

《2023 职场青年健康状况图鉴》显示，久坐、加

班、熬夜是不少职场青年的工作“三件套，还有超半

数受访者饱受失眠、颈椎病、视力问题等困扰，这也

让年轻人对“亚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

记者在互联网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本地不少

中医理疗养生服务套餐的销量都不低。比如株洲人

熟知的“黄程保健”，电商平台显示其中式按摩项目

年销售量超过 7000 单，其余综合调理等项目的年销

售量也有几百上千单。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理疗养生在年轻群体里火

了，越来越多更契合年轻人审美的“新中式”养生馆

也在本地涌现。和传统的中式理疗馆不同，这些主

打年轻化的养生场馆，环境更为轻松，为消费者提供

餐饮、观影等体验服务，价格也更亲民，倡导休闲体

验而非疗程疗效。

天元区珠江北路附近的一家影院式足道养生

店，就是代表之一。记者看到，该门店主推的观影足

疗，60 分钟最低售价 89.9 元，还可为消费者提供水

果、饮料、简餐等服务。

“和朋友约着逛街，不如找个理疗馆放松一下。”

正在读大学的刘瑞，就是这类理疗馆的爱好者之

一。她观察发现，去足疗推拿店早已成为身边很多

同学朋友的一种潮流，花几十上百元泡脚、推拿，吃

点小吃，看看影片，是一种休闲放松的生活方式。

八段锦带火“慢健身”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伴随

着轻柔的配乐，“90 后”上班族何丽深吸一口气，缓缓

抬脚，认真练习每个动作。十来分钟后，感觉身心得

到了放松。

相比到健身房跑步、锻炼，或者太极拳、五禽戏

等功法，八段锦很适合零基础上手，相对轻量化的运

动形式也吸引了不少有“健康焦虑”的年轻人。

“最初练习八段锦还有点不好意思，没想到很多

同龄人感兴趣。”何丽说，最初她是在网上看到八段锦

教学视频，跟练之后很感兴趣。为了获得更好的教学

体验，她曾去参加株洲本地的八段锦公益课，没想到

偶遇了几名同龄人，大家还组建了互联网交流群。

记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搜索“株洲八段锦”，发现

本地一些专业教师、协会都会不定期开展相关的公

益授课，也有一些商家注意到这一小众赛道，策划组

织了专业活动，吸引年青群体加入。

“我们和本地的专业教师、中医药服务机构合

作，开展八段锦功法教学、中医药知识科普等系列课

程。”本地一名线下活动策划师告诉记者，这类活动

的目标客户之一就是对传统国学文化感兴趣的年青

群体，今年以来，这项服务还进一步拓展了客户群

体，比如企业团建、家庭活动等等。

中药茶饮抢了奶茶咖啡的客

养生经济悄悄“傍”上年轻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下班后去推拿、拔罐，逛街时喝一杯“养生茶饮”，晨起打一段八段锦……
随着年轻人消费习惯和社会观念的转变，国潮派的养生时尚悄然“傍”上了年
轻人。

据艾媒咨询预测，2024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整体营收将达9万亿元。年轻
人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促进了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养生保健已经成为年轻人
的一种生活方式，养生经济正在加速崛起。

面对这个小众赛道，本地商家如何入局？近日，记者实体走访了解。

中药茶饮“圈粉”年轻人。 记者/伍靖雯 摄

年轻人提升养生意识
商家需提升经营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消费实力的提

高，无论老年群体还是年青消费者，都越来越注

重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健康消费渐成“新习

惯”。

《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显示，2023 年

18-35 岁年轻人的消费榜单排名中，健康消费跻

身消费意愿的第 3位。

年轻人养生意识的提升，也开辟出一条全新

赛道。随着入局的选手日益增多，商家企业也需

要提升经营水平，注重产品差异化、经营特色

化。此外，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应该积极行动，以

有效的引导和监管，让健康产业更“健康”。

记者手记

◀ 随 着

年 轻 人 养

生 意 识 的

提升，中药

茶 饮 成 了

奶茶的“替

代 品 ”。

记者/伍 靖
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