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是信息爆炸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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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美容秘籍，藏而未用

李女士是一位 35岁的都市白领，她的收藏夹

里塞满了各种美容护肤秘籍。“每次看到‘这些果

蔬汁一定要收藏起来，掉秤很快’这样的标题，我

就忍不住点收藏，”李女士说，收藏夹就像是她的

私人美容宝典，记录着她对美的追求。

当 被 问 及 是 否 真 正 实 践 过 这 些 美 容 秘 籍

时，李女士尴尬地笑了笑：“说实话，很多收藏的

内容至今未被打开过。”她解释说，每天的工作

已经让她筋疲力尽，回到家后，她更愿意沉浸在

电视剧的轻松氛围中，而不是去尝试那些复杂

的美容配方。

尽管如此，李女士仍然坚信，这些收藏的内

容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与李女士不同，丈夫刘先生手机上有数十个

App，从新闻资讯到专业文章，从健身教程到烹饪

食谱，从职场提升到个人理财，每个 App 里都躺

着他精心收藏的千百个“宝贝”。看到一个关于

时间管理的帖子，觉得非常有用，就立刻收藏了；

发现了一套完整的钓鱼视频，也毫不犹豫地点击

了收藏……有一次，刘先生 2分钟时间，收藏了近

10个“宝贝”。

爱好户外探险的刘先生还坦言，不少精心收

藏的攻略和装备推荐，都停留在“未读”状态，“但

这些收藏，至少让我感觉我还年轻，还有梦想”。

调查
囤积量人均超20个

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

便捷，数字囤积行为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

普遍现象。为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症状”与“病

因”，记者对 30名中青年市民进行了一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主

要通过各种软件 App 进行数字囤积。市民刘倩

表示，“一键收藏很便捷”，这使得她往往在不经

意间就积累了大量的数字内容。

同时，平均每个受访者在各类 App 中收藏的

文章或视频数量超过 20 个。大家似乎更倾向于

先囤积后筛选，而不是即时消化。

囤积并不意味着回顾。调查显示，只有不到

30%的用户会在一周内回顾他们的相关收藏，这

与囤积行为的普及率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多数

用户在囤积后很少或根本不回顾，这不仅造成了

信息的浪费，也可能导致个人知识管理的混乱。

“我好像有数字囤积症”这个话题在网上也

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网友在这个话题下分享了

自己的囤积“症状”。有人直呼：“我的手机从

4GB 换到了 256GB，但空间还是不够用。数据从

10GB 增长到 100GB，我都不知道这些数据都是

从哪儿来的。”

声音
市民自嘲“码住不看”

在数字囤积的浪潮中，市民对自己的收藏夹

有着不同的感受。

自由职业者张女士的收藏夹里满是生活小

窍门和 DIY 教程，但她坦言自己几乎没有再打开

过它们，自嘲这是“码住不看”。她知道这样的行

为不太好，但总是忍不住想要收藏，仿佛这样做

就能掌握那些知识。

28 岁 的 程 序 员 李 先 生 经 常 需 要 查 找 技 术

文 档 和 编 程 教 程 ，他 也 会 将 有 用 的 链 接 收 藏

起 来 ，但 往 往 没 有 时 间 去 回 顾 。 他 形 容 自 己

的 收 藏 夹 像 一 个 无 底 洞 ，越 积 越 多 。 最 近 他

意 识 到 要 有 选 择 性 地 收 藏 ，而 不 是 盲 目 地 收

藏一切。

市场营销工作的赵小姐，在网上看到关于投

资和金融市场的深度分析，她会立刻收藏起来。

“真正能静下心来阅读这些内容的时间并不多。”

她认为需要学习如何从这些信息中筛选出真正

有价值的部分，并付诸实践。

退休后的朱阿姨开始学习园艺和烹饪，她会

在网上找很多教程和食谱，然后收藏起来。每次

打开收藏夹，她都有一种成就感，感觉自己的生

活很充实。“我觉得收藏夹是生活百宝箱，带来了

很多乐趣。”

王先生对数字囤积有着复杂的感觉。一方

面，他把重要的工作文件和行业动态都收藏起

来，这让他感到安心；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这可

能是一种逃避，他可能在用收藏来代替真正的学

习和思考。

策略
如何让数字信息为生活添彩

“过去，我们总是对长辈们收藏空纸袋、塑料

瓶的行为嗤之以鼻，”市民李先生回忆道，“但现

在看看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从童年的糖纸、卡牌，

到成年后的奶茶袋、快递箱，再到数字时代的帖

子、照片和视频，我们似乎也成了‘囤积狂’。”

有学者引用古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来形容现代人的信息接收

量。“在现代社会短短一天的时间内，我们接收到

的信息量相当于生活在 100 年前的人在 10 年时

间内所接收到的。”学者解释道。

面对浩瀚的数字世界，我们的时间、能承载

的信息量总是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的“数字仓库”

也常常提醒我们“空间严重不足”。手机、电脑、

网盘，这些设备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该“断舍离”

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市民们对于如何管理数

字信息有着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我们需要提高个体的数字素养，学会筛选

和处理信息，而不是无差别地囤积。”从教育工作

的颜秀建议，可以定期整理收藏夹，保留有价值

的信息，清除无用的“尘埃”。

“我尝试将重要的信息抄写在本子上，这样

不仅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还能减少对数字信息的

依赖。”刚研究生毕业的小柳说。“学会断舍离，有

选择地保留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释放空间，也释

放心灵的负担。”市民赵小姐补充。

将收藏的内容转化为行动，让信息真正为自

己所用，这才是最终目标。

网友议论“数字囤积”。

在数字信息的海洋中，无论是自嘲为“吹灰人”
还是“纸质仓鼠”，我们的根本目标都是学会整理和
取舍。收藏夹中的信息，就像是散落在数字海洋中
的贝壳，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收集和整理，它们就能串
联成美丽的项链，重新装点我们的生活。

一键收藏，码住不看

你有没有数字时代的“收藏癖”？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瞧，我 App 收藏夹里躺着一堆‘美容秘籍’和‘职场宝典’，但它们已经很久没有被翻阅

了。”昨日，株洲市民李女士在翻看手机时感叹道。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变成了“数字仓鼠”，热衷于在数字世

界里囤积各种信息。可这些被我们“一键收藏”的宝贝，真的被有效利用了吗？还是说，它

们最终都变成了收藏夹里的“尘埃”。

记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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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娱乐设施成商圈“标配”

到商场排队等位就餐、等待电影放映入场……

在或长或短的等待时间里，除了刷手机，我们是不是

还可以做点什么？

消 费 者 的 碎 片 时 间 ，成 就 了 商 家 的“ 等 待 经

济”。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新业态的快速发展，等待经

济更加便捷，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离电影放映还有 30分钟，到共享按摩椅捏捏肩

背，时间刚好。”10 月 30 日晚，大汉·悦中心 4 楼的横

店电影城内，90 后的陈笑飞和朋友取完票，决定去共

享按摩椅上打发下时间。

叠加优惠券，陈笑飞只花了 9.9元就享受了 20分

钟的按摩服务，休息放松的同时他还可以给手机充

充电，待结束后站起身，他只觉神清气爽。“就这么点

时间，干啥都尴尬，这样稍稍休息一下就很适合。”陈

笑飞认为。

数据也验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艾媒咨询最

新发布的数据报告显示，我国共享按摩椅消费者使

用共享按摩椅主要场所中，36.08%消费者会选择商

场超市，25.49%消费者会选择电影院。

记者走访发现，如今，越来越多商家看准人们逛

街购物、约会等人的空闲时间“掘金”，推出众多即时

性的休闲娱乐项目。

除 了 共 享 按 摩 椅 ，还 有 迷 你 KTV、抓 娃 娃

机 、盲 盒 机 等 设 施 ，这 些 设 施 曾 经 主 要 出 现 在 电

影 院 、游 戏 城 等 场 所 周 边 ，现 在 成 了 越 来 越 多 商

圈 、商 业 综 合 体 的“ 标 配 ”。 仅 在 大 汉·悦 中 心 ，

记 者 就 发 现 了 近 10 种 碎 片 化 消 费 设 施 ，分 布 区

域 也 扩 展 到 商 场 中 庭 、街 区 角 落 等 位 置 ，吸 引 消

费 者 关 注 的 同 时 ，也 为 人 们 带 来 更 多 元 的 购 物

体验。

解决消费者等待焦虑

“等待经济”的兴起，让原本略显鸡肋的等待时

间，成了促进多方共赢的香饽饽，消费者、商家和设

施运营方都能各取所需。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适合碎片化休闲娱乐的

设施，单次消费都不高，即便多次累计支付，也不会

造成什么心理压力。

“相比专门花一下午时间去 KTV，我更喜欢利

用碎片时间到这种迷你小包房娱乐一下，也没有什

么社交负担。”市民张婷粗略算了个账，她每次到迷

你 KTV、抓娃娃机上消费约 20-30 元，一个月总的

休闲娱乐花费不足 100 元，虽然积累下来不算少，但

可以快速疏解工作或生活压力，让她觉得这个钱花

得很值。

对于商场和门店管理者来说，这类娱乐设施不

仅能帮助商家招徕生意，一定程度上还能帮他们留

住顾客。

“有些消费者看到等位的人很多，本来还犹豫要

不要等，但看到旁边的按摩椅、抓娃娃机等设备，或

许就决定边玩边等了。”本地一家餐饮门店负责人告

诉记者，扩展休闲空间和服务，是一种常见的留客手

段，比如海底捞通过为顾客提供美甲、擦鞋等服务，

解决了消费者排队等位的焦虑，提升了消费体验。

运营成本低，也是商家通过这种模式掘金的重

要原因。

相比电玩城等场所，这些摆在街头的设施几乎

都无须专人看管，实行自助式消费，降低了人工成

本。对此，有运营商透露，以抓娃娃机为例，一台千

元左右的娃娃机，可以放置在消费场所的任何地方，

运营期间除了租金和必要的维护费用，不产生别的

成本，经营状态好的话一般两个月就能回本。正因

如此，一些商家才通过增加数量、扩大规模等方式，

希望更快提高利润，这也是这类碎片消费项目遍地

开花的一大原因。

“等待经济”相关的休

闲娱乐设施已成各大商圈

“标配”。

记者/伍靖雯 摄

15分钟可以做什么

“等待经济”丰富消费空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在商场排号等位的 15

分钟里，可以做什么？

有人选择到共享按摩椅上享受片刻放

松，有的家长会陪孩子去抓娃娃机旁小试身

手，甚至有人走进迷你 KTV 唱首歌……

近日，记者走访本地各大商圈看到，在众多购

物中心、广场通道等区域，均摆放了抓娃娃机、迷

你 KTV、共享按摩椅等无人值守的休闲设备，因

为操作简单、价格便宜，这些场景有效满足

消费者碎片化时间里的轻娱乐需求，也

让“等待经济”丰富了本地消费

空间。

提升服务体验让顾客愿意“等待”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将不少上班族的生活切割成一个个时间碎

片，“等待经济”瞄准的正是人们碎片化的消费需求，以及对个性化、

体验性消费的偏好。

看好这种新业态的人不少，但隐忧同样存在。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类休闲设施的选址位置直接决定客流量，也

决定了项目的生死。

“比如我们放在影院周边的共享按摩椅，每天的营收就明显高过

商超附近的同类产品。”对此，本地一家共享按摩椅运营方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设施闲置、占而不用等问题长期存在。

去年以来，随着这类设施越来越普及，诸如共享按摩椅清洁卫生

不到位等问题也屡被曝光，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等待经济”要走得更远，如何持续保持吸引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以泡泡玛特、卡游为代表的盲盒类文创产品，

可以给商家提供更多思考。这种以打造 IP 为核心的经营方式，让获

取产品的结果意义高于消磨时间这一行为本身，品牌经营的生命周

期也更持久。

业内普遍共识是，在短短十几分钟内，这些自助休闲设备要赢得

消费者青睐很容易，但要长期留住消费者，仍需要在创意、服务等方

面下功夫，才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愉悦体验。

同时，随着“等待经济”的规模与使用范围扩大，监管部门有必要

针对一些常见问题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制定相应标准，避免出现管

理和安全盲区。

街头的抓娃娃机

吸引消费者驻足。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