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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动的社团

梅从政/整理

受访青年的消费偏好关键词：

性价比 76.03%

实用 73.21%

悦己 71.56%

颜控 46.29%

小众 29.97%

精致省 28.21%

极简 27.38%

其他 2.00%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程 思
实习生 赵 涵

江苏苏州平江路附近的小街上，悠

扬动听的小曲穿破小剧场的围墙，钻进

黄榕的耳朵。闻其声，又见小剧场门口

游人如织，黄榕好奇地查看剧场门前的

介绍，原来里面正在上演苏州评弹。在

福建读大学的黄榕到苏州旅行前对评弹

了解不多，但墙内的乐曲还是把她引入

了计划外的目的地。她买好门票，走进

剧场。台上穿旗袍的女演员持琴弹唱，

就着桌上的茶饮，黄榕品着浓浓的江南

风物，别有一番滋味。既能领略不同的

自然风光，也能感受当地特色的文化，

旅游，在黄榕看来是一种精神投资，也

在她的消费版图上占据重要份额。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王凯文是羽毛

球“狂热爱好者”，接触这项运动后，

他先后买了 3 把功能不同的专业球拍，

共花费大约 2000 元，羽毛球价格不及

球拍，但损耗更快，一些大品牌羽毛球

价格在 160元一桶，高品质的甚至达到

300 元到 500 元一桶。但王凯文从不亏

待自己的爱好，只要经济情况允许，他

愿意为热爱买单。

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就消

费偏好相关主题，面向以大学生为主的

青年发起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2549 份。调查显示， 63.91%受访者会

在旅游方面消费，55.12%受访者会在服

饰、美发、美妆等形象提升领域消费。

电影和线上影视产品 （40.09%），剧本

杀、密室逃脱等社交娱乐 （39.23%），

周 边 、 潮 玩 （31.38% ） ， 游 戏

（30.76%），演唱会、音乐节、脱口秀等

演出 （28.91%），知识付费、教育培训

等自我提升领域 （23.38%），科技智能

产品 （20.40%） 等，也是一些受访者经

常消费的领域。

旅游、娱乐与自我投资
登上青年消费版图

除了基础的衣食住行，文化旅游、

休闲娱乐、自我投资、知识付费等板

块，拼贴起受访青年的消费版图。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雪纯几乎每

个月都会遇到为知识消费的场景。大一

时为了学习英语，她一次性购入好几本

英文原著，大概花了 500元。为了方便

专业学习，她会充值 VPN、大模型

API、网盘等应用的会员。“在微信读

书花钱，我能获得更多读书资源；在扇

贝单词花钱，我能获得更多单词的延伸

知识；在 CSDN 花钱，我可以看到更

多技术类帖子。”在她的观念里，通过

“花小钱”获得更多有用的资源很值得。

在海南一所高校读大四的柯燊达几

乎每个月都要去几趟电影院。40 元左

右一张的电影票不会给他的基本生活带

来太多影响，却能让他感受到比在电脑

屏幕前观影更沉浸式的体验。电影《哪吒

2》上映时，他根据社交媒体的提示选择

了 2D IMAX 影厅，以获得更好的观影

体验。除此之外，热衷于交朋友的柯燊达

少不了社交娱乐消费，闲暇时，他会和

朋友一起寻找美食，到海南不同的城市

探店，还经常和朋友一起玩桌游。

投资自己，是四川一所高校的吕凤

瑶最大的消费乐趣。朋友经常形容她为

“吕凤瑶把自己‘重养’了一遍”，而这

句话正反映了她的消费理念。上大学

后，吕凤瑶参与了不少实习工作，有了

一些收入后，她开始把从小想尝试的事

情一一变成现实。高考结束后，吕凤瑶

就自己报名了书法培训班和舞蹈培训

班。当地没有成人书法培训班，她就和

小学生培训班的老师商量，和孩子们

同班上课但不同进度，老师也接受了

这个“大学生”。吕凤瑶打心眼里喜欢

跳舞，她的舞蹈培训班一报就是 3年，

尝试过不同的舞种和不同的培训机构。

“即便跳得不够好，我也很享受舞蹈带

来的乐趣。”

王凯文最近在玩一款二次元游戏，

游戏内可以通过充钱抽卡获取新角色和

装备。王凯文曾经为了抽到自己喜欢的

角色充值了 300元，平常则每月充值 30
元到 100 元不等。但他也表示：“我一

般不会一脑热就在游戏里充钱，有时候

为了在游戏中获得更多情绪价值，才会

选择适度消费。”

超八成受访者会被社交
媒体“种草”，近八成受访者
“按梗消费”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受访者在消费

时 最 常 参 考 家 人 、 朋 友 的 意 见

（66.81%），其次是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测评

或推荐 （65.08%），此外还会参考个人经

验 （57.87% ） 、 点 评 排 行 类 App
（29.46%）、电商平台推荐 （23.62%） 等。

社交媒体已是年轻人消费时离不开的

“意见领袖”。在购买一些产品时，黄榕、

王雪纯和王凯文会不约而同地先在社交媒

体寻找攻略。“但我不会完全听从某个博

主，我会看很多不同博主的使用反馈，还

会看一些用户评价，综合考虑后再购

买。”大学期间，黄榕买了一台微单相

机，相机价格不菲，为了选到最适合自己

的高性价比相机，她参考了许多博主的意

见，还绘制了一张表单，列出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产品的功能、参数、评价等，多

方对比，最终选到了满意的相机。

但王雪纯也承认，购物时不能只看攻

略和测评，一方面很多博主的测评中掺杂

软广，测评真实性有待商榷。“另外，看

再多测评也很难做到全面彻底地了解某个

物品，只有亲自尝试后才知道物品是否适

合自己。”例如在购买护肤品时，即使参

考的测评博主和自己的肤质一样，王雪纯

还是“踩了坑”。

在受访者看来，一些因素会刺激自己

消费，例如社交媒体大 V“种草”（84.75%），
消费风潮和热梗（77.05%），促销活动或消

费券、国家补贴（88.55%），秒杀、盲盒、直

播、拼团等新型营销模式（78.54%）等。

黄榕直言，一些年轻人已经开始“按

梗消费”。“别人热烈讨论的时候，我们会

考虑，自己是不是也该参与、是不是也要

买一个。”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成为

热梗时，她选择给常一起喝奶茶的朋友也

买上一杯。当 Jellycat、迪士尼的玲娜贝儿

出圈时，她也会给自己添置喜欢的小玩

偶。但在黄榕看来，当风潮来时，怎样

“迎风不乱”，对消费者是一种考验。促销

活动、消费券等优惠，和一些新的促销形

式，也会影响黄榕的消费节奏。每年的

“618”“双 11”“女神节”满减力度很

大，她会在这几个购物节集中购物，计算

怎样把优惠政策用好用尽。她还使用国家

补贴购买了一台平板电脑，比原价优惠了

大约 200元。

从“有用”到“有趣”，受访
青年关注消费品的精神文化
价值

黄榕在买东西时很在意物品的“颜

值”，不管是必需品还是个性消费产品，她

都很在意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审美。“如果

一个东西真的很好用，但不好看，我可能

会犹豫到底买不买。”在黄榕看来，在物质

基本得到满足的当下，能否满足精神文化

需求是年轻人消费时非常看重的点。

中青校媒调查发现，受访者会用追求

性价比 （76.03%）、实用 （73.21%）、悦己

（71.56% ）、 颜 控 （46.29% ）、 小 众

（29.97%）、 精 致 省 （28.21%）、 极 简

（27.38%） 等，来形容自己的消费偏好。

78.42%受访者在消费时会满足自己的实用

需求，愉悦、减压等情感心理需求也同样

重要 （69.24%），此外，受访者在消费时

还 会 满 足 个 人 成 长 与 自 我 实 现 需 求

（52.69% ）、 审 美 与 身 份 认 同 需 求

（50.49%）、社交需求 （37.23%） 等。

满足情绪需要的消费在吕凤瑶的消费

清单上占有一席之地。当学业、实习压力

比较大时，她会用唱歌、购物等方式缓解

压力。买衣服既是满足生活所需，也满足

了女孩子的爱美之心。当一款红黄绿三色

的裤子寄到手上时，吕凤瑶觉得自己“身

心愉悦，心情舒畅”。在她挑选衣物的过

程中，对性价比的需求会占据上风。吕凤

瑶习惯“货比三家”，还要研究平台满减

活动。不同平台上的同款衣服里，比较便

宜的也许版型、材料稍微逊色，但抵不住

价格上的优惠，吕凤瑶往往会选择性价比

更高的衣物。KTV“29.9欢唱 6小时”的

团购券也是吕凤瑶的快乐源泉，每个月她

总要和朋友去上一两次。当嗓子唱到沙

哑，烦恼也被抛在脑后。

性价比也是柯燊达在消费时非常看重

的。今年 2月，他决定去湖南著名景点张

家界打卡。作为摄影爱好者的他一早就开

始研究此次出行的摄影工具。此前他在社

交媒体上被“种草”了一款最新的便携摄影

工具，想趁着旅行入手一件。虽然看好了设

备型号，但五六千元的价格对于还在读书

的他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加上摄影工具买

回来后“吃灰率”极高，思来想去，他决定上

网租赁一台设备。“最终花了 231元，租了 7
天，还包含设备保险。”这样的选择既满足

了他的需求，也省下了一大笔钱。

“悦己”如今已成年轻人消费中的重

要关键词。“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

当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们就会

追求更多生存以外的东西，‘悦己’消费

是很正常的现象。”王凯文购买了一款

3000 元的基础款相机，一是为了延伸自

己的技能，二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兴趣爱

好。接下来，他还有健身的打算，准备在

校内健身房办一张健身卡。“不仅能改善

自己的形体，也能让身体保持比较健康的

状态。”好的心情、身体和更好的自己，

都是他消费的动力。

从直播间抢券到剧场听曲——

受访青年消费账单里藏着“精神刚需”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小星
星”乡村振兴社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小星星”乡

村振兴社成立于 2019 年，致力于引

导同学们关注乡村振兴，将专业知识

转化为社会实践的青春动能。社团依

托校内 13 个校地共建基地，组织社

团成员参与乡村景观规划与改造、特

色文创设计、主题微视频拍摄、艺术

支教、农产品直播等乡村振兴工作。

社团成立至今，完成 12 处实践地环

境提升、100余组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形象设计、10 余集红色文化宣讲片

拍摄、600余人次党史教育宣讲。

实习生 田韵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军利

退休 25 年后，王礼先的作息安排照

旧。早上 6 点起床，喝一碗牛奶燕麦粥，

先浏览国际新闻，再关注国内新闻和学术

研究动态，紧接着迅速投入到科研工作

中。

王礼先对看中的事有着近乎痴迷的精

神。“争分夺秒不停步”这句话，他挂在

口头提醒学生、后辈，也亲身践行，以身

作则。谈水土保持学科的前沿动态、谈人

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谈青年人如何自我规

划，这位 91 岁的北京林业大学退休教授

总有说不完的话。

学习生涯“勤”字为要

1940 年抗日战争期间，王礼先随家

人逃难到重庆，在这里，他开启了自己的

求学之路。重庆广益中学的外语学习环境

为他的英语水平打好基础。

他 1952 年考入北京林学院 （现为北

京林业大学）。1953年，得益于优秀的英

语水平，王礼先成功被选拔到北京俄语专

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的学习生涯

让他掌握了俄语。1954 年，他回校继续

学习造林专业，俄语教研室通知王礼先可

以免修俄语课程。王礼先明白，不管当初

下了多少工夫，语言这门工具也是不用就

忘。于是他利用免修俄语课程省下来的时

间，兼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所的文摘员，

专门为俄文期刊中水土保持相关领域的论

文撰写中文摘要。在这项工作中，他掌握

了大量俄文专业术语。

王 礼 先 1957 年 毕 业 后 担 任 助 教 。

1958年 3月，他被派送到甘肃定西这个让

左宗棠发出“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感慨的

地方，接受苏联水土保持专家的实地培

训。王礼先回忆说：“那水苦得哟，用肥

皂洗头发都成团。”王礼先清晰地感知到

沟沟岔岔中老百姓的生活处境，也对黄土

丘陵沟壑区的自然条件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结业以后，我接着带我的学生去陕

西、甘肃、山西等省份实习。那一片儿的

情况我都熟悉得很！”

在定西接受培训的半年中，王礼先的

俄语技能也意外地获得了用武之地。当时

俄语翻译比较紧俏，他自然而然地承担起

了帮助苏联专家和中国学员沟通的任务。

同年，他将苏联专家赠予他老师关君蔚院

士的《山地造林技术》译为中文，用于充实

教材内容，并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发行。

1976 年，中国林业代表团赴奥地利

考察林业与荒溪治理。紧接着， 1977
年，国家决定派王礼先前往维也纳农业大

学林学系做访问学者，并到外语学院进修

英语一年。起初王礼先并不知道奥地利是

德语国家，发现后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换

去语言环境更熟悉的美国。“好在我的导

师奥里茨基教授讲，他可以用英文给我授

课，最终我下定了决心。”1979年 10月赴

奥地利后，王礼先抓紧补习德语。“第一

堂课听写，我得了个 0 分。”王礼先笑着

回忆说。

连维也纳农业大学的教务长都没有想

到，1981 年 10 月，王礼先在短短两年内

就用德语完成了厚达 500 页的博士论文。

谈及此事，王礼先说：“我当时想，就算

我拿不到博士学位，也要把我导师荒溪治

理的‘看家本领’学到手。”王礼先的俄

语技能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帮了大忙。他曾

多次到苏联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图书馆搜集

资料，这些资料后来为他博士论文的写作

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当时想的就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理想。”王礼

先说，“学校把我分配到造林专业，我就

好好学造林的有关课程；国家需要荒溪治

理的人才，我就去了奥地利‘取经’。”就

在这东奔西走、南来北往间，王礼先逐渐

成长，成为我国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

科带头人。

脚踏“实地”，才能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

对于王礼先从事的研究领域而言，脚

踏实地的本义与引申义同等重要。除了到

黄土丘陵沟壑区，王礼先多次前往内蒙古

自治区实地考察荒漠化和沙化土地。从乌

兰布和到腾格里，沙漠留不住他们的足迹，

但他们却希望这里留得下后人们的脚印。

即便身在异乡求学，王礼先也始终心

系家乡的一方水土。他的博士论文以 《中

国不同土壤侵蚀类型区荒溪治理的措施体

系》为题，尝试将导师奥里茨基的荒溪治

理学应用到中国小流域综合治理实践。归

国后不到一年时间里，王礼先就在博士论

文基础上发表了 《关于荒溪分类》 一文，

为国内小流域综合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地上遇到的问题折射到论文上，就

变成了观点的交锋。王礼先坚持认为，防

治土壤侵蚀只是荒溪治理学的部分内容，

水土保持学应当沿着山区流域治理的方向

发展。在与关君蔚院士合写 《中国大百

科》的“水土保持”词条时，王礼先同样

秉承这一理念，“水也好，土也罢，归根

到底都是自然资源，不能偏废，更不能只

提保护不提改良与合理利用。”“将水土保

持规划落在地块上”被王礼先视为研究水

土保持最关键性的成果。

根据当时北京市水利局及海河水利委

员会的需要，在 1982年 3月编制 《小流域

水土流失调查与水土保持规划工作细则》

时，王礼先首次提出将小流域土地资源信

息库应用于水土保持规划的技术方案，将

小流域中的土地划分为信息库中土地边界

清晰、土地利用类型明确、土壤植被地貌

等信息齐全的一个个小地块，建成土地资

源信息库，并以此信息库平台作为水土保

持规划的依据。

该成果使外业调查速度提高 20 倍，

降低成本 50%，内业规划速度提高 400
倍，于 1984 年通过技术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1985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王礼先作为项目负责人，于 1986
年被当时的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证书。

退而不休，继续奉献

2000 年退休后，王礼先仍然承担了

繁重的教学、科研与国内外的学术工作。

2002 年 11 月，他当选联合国防治荒

漠化公约专家组成员，多次参加防治荒漠

化的国际会议。2002年 3月，他在美国获得

国际土壤侵蚀防治协会颁发的“国际环境

突出贡献奖”。2000年至 2019年他一直担

任 《国际侵蚀与泥沙》杂志编委，2013 年

被聘为《国际水土保持》杂志编委会顾问。

2003 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

管、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主办的综合性学术

期刊 《中国水土保持科学》创立。王礼先

作为首届编委会常务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负责稿件复审、终审。为表彰他对学报建

设与发展的贡献，2012 年中国水土保持

学会授予他“特殊贡献奖”。2003-2015
年他还任 《林业科学》副主编。

退休的日子来到第 12 个年头，他编

著的科普读物 《奇妙的沙漠》获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中国科普出版社优秀成果奖，

这本书是他将水土保持知识传递给青少年

的一次重要尝试。

王礼先的心始终与我国生态环境紧密

相连。他先后积极参与中国工程院重大咨

询项目课题 《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生态用

水研究》《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配

置与生态需水量研究》，并参与编写出版

了 《中国生态环境建设与水资源保护利

用》《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区域配置与

生态需水量研究》 等书籍。从 2000 年到

2005年，他培养了博士生 5名。此后，他

还成为以钱正英、孙鸿烈、沈国舫等院士

为首的全国水土流失综合考察专家指导组

成员，多次到中国各地开展考察，完成了

百余万字成果总报告出版审定工作。

“退而不休”是王礼先对自己当下生

活的概括。他依然清晰地记得，中学时

代，他的老师曾劝勉他：“勤学如春园之

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厌学如磨刀之

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如今，每当

有机会坐下来与青年面对面交谈，这句话

仍是他重复最多的一句。

将毕生精力献给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事业
——记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家王礼先

吉林大学大学生M·M学
习研究会

吉林大学大学生 M·M 学习研究

会全称为吉林大学大学生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会，始建于

1983 年，是全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

理论学习型社团之一，40 余年来累

计发展会员 3万余人。研究会开展青

年时政论坛、理论集体学习、经典阅

读会，编制 《铸魂》会刊，开展清明

祭扫、基层宣讲等红色主题实践，推

出“漫说马列”系列漫画、创办“马

不停蹄”新媒体专栏，设计“M ·M”

特色主题文创，用“青言青语”把理

论讲深讲活。

江苏理工学院常青紧急
救护协会

江苏理工学院常青紧急救护协会

成立于 2018 年，隶属于江苏理工学

院艺术设计学院。社团在常州市红十

字会和常州市义工联的支持下，以理

论知识讲解、实际操作演示的方式，

向学生及社会普及急救知识。自社团

成立以来，已开展 30 余次急救培

训，10 余次社区普及，参与志愿爱

心活动 20余次。

安阳师范学院网球协会

安阳师范学院网球协会成立于

2012 年 10 月，是由一群热爱网球的

学生组成的文体属性社团，旨在为广

大网球爱好者提供学习交流平台。社

团宗旨是“学习、锻炼、奋进、超

越”，目标是推广和宣传网球文化，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希望通过定期

的训练、比赛和社交活动，培养出更

多网球爱好者，让网球运动在校园内

蓬勃发展。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诵读协会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诵读协会创立

于 2010 年 12 月，以“诵经典文化，

品语言之美”为宗旨，定期在院内外

开展语言艺术培训、诵读经典等活

动，挖掘并培养更多优秀的有声语言

艺术人才，被评为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五星级社团。社团成员多次在国家

级、省级中华经典“诵、写、讲”大

赛、大学生艺术节等赛事中获得优异

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