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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产品需靠差异化破圈

吴佳佳

文化集市搭建了文化艺术与

百姓生活融合的新桥梁，在保有消

费空间的同时，融合购物、娱乐、餐

饮、展演等多个场景，多维呈现文

化符号，形成文化消费赋能城市发

展的新动力。

促 消 费 政 策 叠 加 效 应 充 分 释 放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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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马、洮砚、刻葫芦、绣制香包、手工制

作、脱口秀表演、烘焙、咖啡让人眼花缭乱，

反弹琵琶、秦腔、杂技等精彩表演博得阵阵

热烈掌声。

周末的兰州黄河岸边被由甘肃省文旅

厅、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

办，甘肃大剧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兰州

新 蜂 文 化 传 媒 有 限 公 司 承 办 的“ 新 声 兰

州·城市文化市集”激活。

让文创走进生活，让文化激发新消费，

极具文化创意的地方特色产品、文艺节目，

与攒动的人流为兰州激发新消费活力增添

了盎然生机。

文创手作是主流

“大家可以自己体验刨花，制作刨花灯，

感受一下传统木工技艺的魅力！”木工工坊

摊主张超一边摆放各种木制摆件，一边招呼

着驻足在摊位前的市民们。木工工坊里不

仅陈列着纯手工制作的小木马、木柜、小板

凳等生活用品，展台上还有垂花木门、小木

马摆件、木头人和刨花灯等小物件。

“这个刨花灯是我自己做的，太有意义

了！”在木工工坊体验的兰州市民肖远高兴

地说，她用刨子推出刨花，装进瓶子里，再装

上线路板，做成了一个文艺范十足的刨花

夜灯。

“这个蒸汽朋克娃娃我们带了 30 多套，

一下午就卖完了。”张超说，他与几个喜欢木

工的朋友一起来练摊，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

传统木工工艺，让更多人体验动手制作。张

超告诉记者，3 天的练摊不仅卖出去一些小

饰品，还有顾客预订了 3 个摇摇小木马、1 个

柜子、1 张桌子，这对原本只打算做做宣传

推广的他来说也是个小惊喜。

在鱼想气球摊点，气球做的米老鼠、花

朵 以 及 仿 真 羊 毛 毡 制 品 引 来 诸 多 市 民 驻

足。“我们这次以宣传为主，想对外展示一下

业务类型，让大家看看我们制作的样品。”摊

主陈欣说，她的摊位除了桌子和桌布外，包

括灯箱在内的所有展品都是自己手工制作

的。“可以根据自己家宠物的样子定制一个

仿真制品，可以做相框，也可以做挂件、摆

件。”陈欣一边做着气球花束，一边给顾客介

绍羊毛毡制品。一个个惟妙惟肖的仿真羊

毛毡制品引来很多宠物主人的关注。

“感觉这个羊毛毡制品很逼真，做个自

己宠物样子的小摆件放在办公桌上挺解压

的！”市民张兵说。“目前，已经有 3 位顾客

下单定制，感兴趣的还有 100 多位。”陈欣告

诉记者，她开设了派对布置和羊毛毡定制的

工作室，“之前一直在学习制作羊毛毡制品，

最近刚开始接单。这种手工文创产品要想

做得精细是很耗时的，订单都要排期”。

手工制作是“新声兰州·城市文化市集”

的特色之一，各种手作发夹、头饰、胸针、耳

坠、洋娃娃等创意无限、文艺范十足的作品

让市民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技艺的魅力。

文艺范带来新体验

“这是洮砚和刻葫芦，请大家加入这个

微信群，不仅能了解甘肃非遗，还能现场体

验非遗制作。”陇遗有礼摊位工作人员一边

向顾客介绍非遗产品，一边引导大家深入了

解甘肃非遗文化。“来自上世纪 90 年代全世

界孩子的童年伙伴，或许你的童年就有一个

哦，让它陪伴你和你的孩子一起成长吧。”

“贩卖灵感、制造节奏”⋯⋯集市现场，一个

个文艺范十足的标语概括了摊位的定位，手

工制作、乐器、烘焙、调酒、咖啡等摊位让人

目不暇接。位于市集中心区的舞台上，文艺

院团带来的舞蹈、杂技、戏曲等表演精彩纷

呈，博得阵阵热烈掌声。

“‘新声兰州·城市文化市集’汇聚了 40

多个独立品牌，现场设有创意市集区、特色

饮食区、人力资源区、主理人分享区、艺术

展演舞台、社交共享空间共六大主题展区，

集展、演、聊、聘 4 个职能于一体。参与市

集展示的新职业打破常规思维局限，在传

承中华文化方面包含文创、插画、乐器、古

着、手作等，在融合时尚方面包含潮玩、杂

货、旅行、小吃等，在新兴消费方面包含滑

板、格斗、咖啡、烘焙、调酒等多种类型。”甘

肃 大 剧 院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总 经 理 于

东说。

摊主们在摆摊的同时还兼任讲解员，向

人们讲述品牌和行业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

自己的行业、爱上自己从事的事业。现场每

天还会有来自省直文艺院团、城市民谣乐

队、非遗传承人进行的精彩演出和展示。

“来逛市集的人，更像是一个个‘探索

家’和‘发现者’，在这里感受不同以往的购

物体验，尝试更多自己不曾了解的行业。”兰

州市民高晓曦说。

激发消费新活力

在东方密语摊位前人头攒动，大小不一

的绿马成了网红拍照打卡点。

“绿马毛绒玩具走红之后，为甘肃省博

物馆馆藏文物设计的新的系列衍生文创产

品，像彩陶瓶、青铜牦牛都是初次面世。我

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展示后，了解年轻人

对新款文创产品的意见建议，做一下市场调

研。我们也希望文物、文创能走出神圣的殿

堂，走进百姓生活，作为一个桥梁和窗口，让

更多的人了解馆藏文物，了解甘肃优秀的文

创产品。”东方密语人文原创品牌市场总监

王海柔说。

“43 家商户的销售额在 60 万元至 80 万

元之间，3 天人流量约达 12 万人次。”甘肃会

展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赵广欣说，这次市集的成功举办，不仅检

验了大剧院的平台优势，扩大了会展内外影

响，引流带动了片区营收，还带动了剧目票

务营销。对城市而言，不仅打造了艺术文化

地标，还创新了周末消费场景。

“我们还在考虑进一步推动文化市集常

态化、规模化、品牌化，持续更新内容，打造

兼具内涵、品质、活力、创意的文化交流平

台。”甘肃会展中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张红娣说。

“我们希望把‘新声兰州·城市文化市

集’真正打造成市民、游客消费的新标的、文

化打卡地。”甘肃省文旅厅文艺处处长张林

涛表示，在活动期间，甘肃省文旅厅还将开

展精品旅游线路宣传推介，组织省直文艺院

团开展特色演艺等活动，搭建文化艺术与百

姓生活融合的新桥梁，在保有消费空间的同

时，融合购物、娱乐、餐饮、展演等多场景，多

维呈现文化符号，形成文化消费

赋能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家住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的市民邱

菁最近新购置了一辆纯电动汽车，花费 11

万多元，比周边设区市的报价便宜了 5000

元。这是“2023 赣州消费提振年”带给她的

“福利”。今年前 6 个月，江西各地累计发放

消费券 5.6 亿元，拉动销售额 40 多亿元，其

中限额以上新能源汽车增长 35.5%。

今年以来，江西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巩

固提升经济回稳向好态势的若干措施》，从

重点扩大大宗消费、恢复文旅体消费、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丰富提升消费场景等方面，

着力促进消费全面恢复。

江西省商务厅副厅长梁小康介绍，围

绕“江西迎春消费季、江西消费促进月、江

西大宗商品消费季、江西约惠夏日消费季、

江西金秋消费季、江西冬令消费季”六大主

题，聚焦“在赣购好物、品赣菜美食、赣享新

生活、赣鄱网络购、逛江西特展、赏独好风

景”六大领域，江西广泛举办形式多样、丰

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实现“季季有主题，

月月有活动”。

江西省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开展促消费

活动，接续营造“波浪式”消费热潮；各大商

贸流通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开展打折、

让利、赠礼等促销活动回馈消费者，政策叠

加效应得到充分释放。仅今年“五一”期

间，江西列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 220 家零

售和餐饮企业就实现销售额 12.3 亿元，同

比增长 19.5%。

网络消费热度也在持续。江西组织“赣

品网上行”系列促销活动，增强消费新动

能。今年以来，江西省市县三级联动开展

“2023 网上年货节”“双品网购节”，先后举

办“赣鄱网上年货节暨数字生活新年嘉年

华”“百县百款”赣味年货好礼线上推广、“百

县百场”赣味年货直播促销、“惠享新消费”

数字生活直播节等系列活动 500 余场次，有

力促进了电商模式变革、场景创新，进一步

活跃了网络消费市场。据监测，1 月至 5 月

江西全省实现网络零售额 891.21 亿元，同比

增长 18.2%，消费热点不断拓展，居民多样

化、个性化、品质化消费持续增加。

位于南昌八一广场的南昌武商 MALL

开业，多个首次进入江西市场的消费品牌吸

引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五一”开业

首日，即迎来 17 万人次客流量，单日销售额

超过 1700 万元，5 天销售额超过 6000 万元；

九江万达商圈开展主题消费活动，营业额同

比增长 112%。

人间烟火抚慰人心，美食盛宴引来游

客。今年以来，借助消费热点，江西各地餐

饮消费持续火爆。7 月 15 日晚，2023“恰噶

南昌”消费季启动，引流强劲。此前，南昌市

新建区举办首届新建赣菜美食文化节，鹰潭

市举办“2023 月湖消费提振年暨首届米粉

节”活动，萍乡市武功山开展夏日露营烧烤

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烧烤美食齐聚一

堂，迎接八方游客共赴“烤场”，创新消费场

景，打造消费爆款。

夜幕降临、灯光如昼，南昌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依旧热闹非凡。南昌市文

广新旅局市场科科长陈震介绍，引入

时尚文化元素、布置流行文化景观，吸

引大批网红达人在街区展示才艺，可以

让街区焕发新活力。“五一”期间，南昌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客流量和销售额均

同比增长 40 多倍。随着暑期的来临，这

里至今热度不减。

商旅文体相关消费快速增长，折射出

消费者出行意愿大幅上升。今年前 5 个

月，江西省完成客运量 10123.1 万人、旅客

周 转 量 326.5 亿 人 公 里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48.1%、93.2%。7 月 11 日，江西省政府召开

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

进一步促进和扩大消费的若干措施》，要求

深入挖掘消费潜力，充分开拓城乡消费市

场，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切实加

强消费市场监督管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让

有意愿来江西的游客入赣顺畅、全程无忧，

让大家在江西愿意消费、安心消费。

气温居高不下，防晒消费市

场正迎来新一轮高峰。在小红书

上，关于防晒的相关笔记数量已

超过 750 万篇。在天猫平台上，

部分品牌防晒乳的月销量已经突

破万单。抖音电商超级品牌日公

布数据显示，排名第一位的一款

防晒产品在淘宝主播的直播间曾

创下一夜卖掉超过 18 万支的纪

录。对比主流护肤品类，尽管受

到疫情影响，防晒品类关注度近

3 年复合增长率却高达 67.32%，

消费者对防晒产品的关注度增长

率远超其他护肤品类，防晒产品

赛道市场机遇巨大。

在火热的防晒消费背后，是

消费者需求更加多元、使用场景

更加细分带来的销量增长。统计

显示，近年来防晒霜抗光老、养肤

的需求趋势开始显现，与此同时，

防晒用品的使用场景也向室内防

晒、通勤防晒、户外防晒等方面

细分。几年前人们对于防晒产品

的需求还是不晒黑、不晒伤，是可

能要去海边等地时才会使用的。

但如今，随着光老化概念深入人

心，防晒在很多年轻人看来是一

年四季都要做好的事。

当前，相较日韩等国家，我国

防晒产品普及率依旧较低。随着

消费者对健康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以及社会环境不断改善，我国防

晒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十分乐观。

智研瞻产业研究院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2022 年我国防晒行业市

场规模达 183 亿元，预测到 2029

年，这一市场规模将接近 400 亿

元。新兴的市场，既蕴藏商机也

需要成熟完善。要在市场上多样

化的防晒产品中脱颖而出，需要

品牌商加大研究与创新方面的投

入。要以解决消费者需求为中

心，聚焦产品本身，通过技术创新

等各种手段进行产品升级与完善。比较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消

费者购买防晒用品时外观和品牌的影响力在逐年上升，可见未

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会是品牌和设计上的竞争。

防晒品类是典型的新消费品类，这还要求企业在开辟新品

类时，通过细分场景找出品类的差异化特征，有针对性地开发更

加个性化和高性价比的产品。在“软防晒”赛道上，品牌可根据

消费者群体的性别、年龄和消费关注点，推出高倍防晒、控油祛

痘防晒、添加抗老成分防晒和清爽型防晒等各类产品。在“硬防

晒”赛道上，产品可以不仅具备防晒功能，还具有防风、防雨等功

能，防晒帽可以根据设计分为沙滩防晒帽、贝壳防晒帽、渔夫防

晒帽等，防晒面罩也可以根据功能特点具备防尘或透气等多种

细分特性。与此同时，从保护健康角度来看，防晒不仅仅是女性

的专利，企业还可以加大对男性和儿童市场的开发力度，努力填

补巨大的市场空间。

从发展趋势来看，防晒产品的功能性、舒适性以及适用场景

等都可以成为新的品牌竞争点，只有善于洞察市场的新锐企业

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南昌市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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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文创绿马引人关注上的文创绿马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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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集市上售卖的布偶文化集市上售卖的布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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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夜灯小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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