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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茶饮的走红
正开启养生新模式

□刘曦

最近，南通四院门诊楼
的咖啡馆广受追捧。这间
开在医院图书馆旁的特色
咖啡馆推出了4款融合中药
食材的新中式咖啡，重新定
义医疗空间的人文温度。

（6月23日本报2版）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咖啡、奶茶等饮品已
经成为许多年轻人日常生
活中的“刚需标配”。但当
这些“西式饮品”与中药结
合，能否碰撞出不一样的火
花？从“人参枸杞拿铁”到

“茯苓银耳奶盖”，中药食品
似乎成了年轻一代的养生
新潮流。中药跨界到食品
餐饮行业，一种新的养生赛
道也正悄然兴起。

中药茶饮的走红看似
突然，却有其合理性。中医

文化正以一种年轻化、场景
化的方式重新“出圈”。这
一代年轻人不再盲目崇洋，
反而愿意主动探索东方智
慧。在他们眼中，中医不仅
仅是治病，更是理解身体、
敬畏自然的生活哲学。中
医药的根在民间，生活化是
中 医 药 发 展 与 壮 大 的 基
础。中药饮品得以走红，得
益于其自身安全健康的特
性，添加剂更少，配料更干
净，且医院本身的存在就是
一种“信誉担保”，让消费者
更安心、更放心。它用实实
在在的材料、简简单单的制
作方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道路。而面对年轻人群不
断变化的养生诉求，中医老
字号、研发机构和企业能否
积极应对，推陈出新？在做
好产品创新的同时，又如何

验证自身产品的养生功效，
摆脱“智商税”的标签？回
答好这些问题，才能有更多
像中药咖啡这样受欢迎的
产品出现。

当然，养生也不能全盘
寄托于一杯“中药咖啡”。
就像中药饮品未必适合所
有人体质，适合自己的才是
正确的养生方式。小小一
杯中药咖啡既可养生，又能
培养人们对优秀中医药文
化的自信与认同。期待更
多年轻人继“关注养生”之
后，真正做到强身心、改陋
习、健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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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器人来了

回归用户思维管好机械车位
□孙维国

机械车位原本是为缓
解“停车难”，结果却成“空
架子”。有市民发现，一些
居民小区、商业综合体配套
建设的大量机械车位如今
成了摆设。对此，17日，本
报记者展开一番实地调查。

（6月20日本报4版）

一个好设施不仅要看建
设质量，更要看使用效益。
让机械车位摆脱“叫好不叫
座”，必须回归“用户思维”，
在技术适配、管理模式、服务
体验等多个环节发力。

设计要“跟上时代”。许
多机械车位仍按老旧标准建

造，难以承载如今日益加长
的主流车型，尤其是新能源
SUV的快速增长，使车位“物
理不兼容”问题愈加突出。
更新设计标准、预留更大空
间，是技术适配的基本功。

体验要“以人为本”。机
械车位常因操作复杂、排队
等待、引导不足等问题让人

“望位却步”。在智能化时
代，借助自动泊车、语音导
航、手机 App 操控等手段，
完全可以降低使用门槛。

管理要“专业高效”。
设施维护缺位、责任划分不
清、物业“接而不用”，是使
用率低的重要诱因。建议

推动专业停车公司或第三
方平台介入运营，实现统一
管理、标准化维护，并结合
动态数据优化调度。

政策要“精准引导”。
对于已建成但利用率不高
的机械车位，可通过政府补
贴、试用奖励、车主积分等
方式激励使用；新建项目
中，应纳入可操作性强的运
营机制设计，杜绝“建了就
交”的一次性思维。另外，
针对很多市民尤其是老年
人和新手司机因担心操作
复杂或剐蹭风险而“主动放
弃”的现象，细致的引导和
服务也至关重要。

以“土味”密码激活乡村旅游
□刘根生

21 日上午，随着如皋
市平园池村村口一支欢快
的《荷花盘子舞》，“欢享江
海·乐游通城”2025年南通
乡村旅游促消费暨“夏至如
皋·荷你有约”趣游乡村活
动拉开帷幕。

（6月22日本报3版）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
速的今天，乡村旅游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着游客纷至
沓来。然而，在一些地方，
同质化和城市化的倾向正
在不断消解着乡村旅游的
核心竞争力。在这种情况
下，南通乡村旅游要真正实
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回归

本源，注重乡村特色，尤其
是要在“土味”二字上做足
文章。

现代人向往乡村，从很
大程度上说，是向往小桥流
水、炊烟蛙鸣那种未经雕琢
的纯天然生态美。面对这
种需求，发展乡村旅游在规
划设计上应当学会“留白”，
保留那些看似杂乱却充满
生机的田间地头，保护那些
未经修饰却韵味悠长的山
水画卷，让游客能够触摸到
土地最真实的肌理。

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
越引起重视的当下，乡村最
吸引人的莫过于那些直接
从土地到餐桌的无污染食

材。鉴于此，要想让乡村游
既能吸引头回客又能留住
回头客，就应当立足于当地
物产，尊重时令规律，用最
简单的烹饪方式凸显食材
本味，让游客可以品尝到地
道的乡村美食。

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
力不在于能提供豪华的设
施，而在于能提供独特的体
验。这种独特性就蕴藏在
乡村的“土味”之中——那
种与土地紧密相连的生活
方式，那种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生存智慧。当游客能
够在乡村找到心灵的栖息
地，乡村旅游才会拥有深层
价值。

陪老人聊天、下棋，推拿、
艾灸，辅助康复……“养老机
器人”等智慧养老产品陆续
走进养老院和老年人的生
活，提高了养老服务的品质
和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对
此，你怎么看？

墙绘文化
近日，如皋市如城街道秀

水社区，志愿者正在创作“苏
超”南通队队徽“南通狼”卡通
主题墙绘。“墙绘打卡热”在通
城兴起，经墙绘点缀后的村
居、校舍、公园、广场等公共空
间在城乡建设中面目一新。

（6月23日本报1版）

精雕细琢打造精品
□知新

卡通主题墙绘成为网红
打卡点，让老百姓感受到艺术
的魅力和情感的共鸣，切实增
强了公众对文化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

一墙彰显一文化，一墙绘
就一风景！墙绘的题材十分
广泛，一方面要彰显地域特色，
既结合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又
围绕民俗文化、风土人情，充
分展现文化的独特魅力。另一
方面要彰显时代特征，紧扣社
会热点和群众关注点，融入平
安法治、诚信建设、和美家庭、
时代楷模等元素，以生动的角
色形象、深刻的主题内涵，传
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我们常说：高手在民间。
政府职能部门要积极整合各
类文化资源、壮大文化力量，
除了开展专业院校与村（社
区）、单位结对共建，还要组织
画家、书画爱好者、文化志愿
者等，扛起用艺术服务人民的
使命，通过开展墙绘作品征
集、书画进村等活动，把墙面
当成画布，用画笔描绘美好生
活，为城市增添五彩斑斓。

精美墙绘亮丽风景
□刘予涵

墙壁原本是冰冷单调的，
一旦穿上绚烂的外衣，就摇身
一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彰显出城市的活力和特色，这
便是墙绘的独特艺术魅力和
社会价值。

近年来，随着城市文化的
不断发展，墙绘艺术作为一种
新兴的城市美化方式逐渐走
进人们的视野。墙绘集教育
性、知识性、观赏性于一体，是
美化街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
体，传递着城市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价值。

由此可见，墙绘的意义和
作用不言而喻。一块块图文
并茂、通俗易懂的墙绘不仅为
城市带来了独特的人文气息，
也给广大市民增加了一个感
受文化气息的好去处，让广大
市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道德
文明的教育。期待更多有价
值、有特色的墙绘走进城市场
景，把一幅幅墙绘所倡导的价
值观念内化为广大市民的行
动自觉，让文明新风的馨香充
满城市的每个角落。

@黄岩 近年来出现的养
老机器人主要包括移动辅助、卫
生保洁、行动助力、安防保护、洗
澡清洁、健康体检等多项功能，
相信升级后更能大显身手。

@王红峰 养老机器人虽
好，并不能取代子女“常回家
看看”。

@台州人 《感动千万人
的漫画》中写道：“请你紧紧握
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
走……”唯愿你我牢记父母之
恩泽，常常行走在回家的路上，
加之养老机器人的服务，方能
让父母安度晚年。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从看家护院到家庭成员，
宠物角色转变的背后，是中国
人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深刻
变革。这个看似小众的专业方
向，恰如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
一个显微镜，让我们清晰看见
消费升级、人口结构变化、情感
需求多元化等时代特征。在这
样的背景下，宠物本科专业的
出现不仅合理，而且必要——
它既是高校对市场需求的回
应，更是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生动实践。

——羊城晚报：《全国首个
“宠物”本科专业值得期待》

从情绪价值到身份认同，
非遗正在重塑年轻一代的文化
认同。这种认同不再停留在教
科书式的认知层面，而是转化
为“穿在身上的宋锦纹样”“拿
在手里的漆器茶盏”“吃进嘴里
的非遗糕点”——当传统文化
以可触摸、可消费的方式融入
日常，年轻人对非遗的热爱便
不再是单向的仰望，而是双向
的文化对话。越来越多的人愿
意购买带有文化意义的商品，
年轻人穿扎染、用土布，不仅仅
是因为它们漂亮，而是因为它
们代表了一种文化自信和生活
态度。

——红网：《这届年轻人为
何爱上“老祖宗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