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20岁左右的大学生，纷纷讨论起自己的
“治疗脱发经”，很多人表示自己从高三开始就有
脱发的问题了。直到上了大学后，当他们可以自
由决定日常消费时，“养生就成了固定支出的一
部分”。也有年轻人过着边熬夜写代码边吃药的

“朋克养生”生活：办公桌上散落着高矮不一、颜
色各异的五六个瓶罐，置物架上还有几个小药
瓶、条状的口服保健品和茶包。（2 月 26 日《中国
青年报》）

“保温杯里泡枸杞”，这已经不是中年大叔的专
利。当 90 后乃至 00 后们在“小红书”等社交 APP 上
火爆分享各自养生秘诀的时候，“这一届年轻人”大
概都在养生话题上有了笑而不语的心得体会。虽然
啤酒里面加枸杞似乎并没有什么道理，虽然酸碱体
质的惊世谎言早被辟谣，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奔走
在养生的星光大道上。

大数据为“泡枸杞”的年轻人精准画像：2018年

“双 11”期间，返利网的数据显示“防脱发”“抗初
老”成了90后养生产品购买的两大关键词。电商平
台的数据显示，“保温杯里泡枸杞”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去年“双 11”，保温杯和枸杞的销量一下子翻了
两倍多，而这里面，90后“轻养生”群体的贡献不可
小觑——“近六成”。当真人秀节目里的年轻女星睡
前吃下七八种保健品的时候，她大概本色出演了当
下年轻人激情养生的某种现实。

年轻人都开始“泡枸杞”了，难免有人误会是不
是身子骨都不行了。人生苦短，抱怨和无奈总是有
的。功课不能太差、职场不能偷懒，尽管长头发的速
度赶不上掉头发的速度，也不能“提前退休”——早
养生、好拼命，这大概亦是很多年轻人的心声。不
过，话说回来，“哪一届”的年轻人不是这么过来的
呢？所区别的是，他们，或者更早的他们，恐怕还没
有“泡枸杞”的这个命。

这话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其一，养生是个
高阶的生活理念，温饱年代估计只有考量吃饱喝

足的份儿。上世纪的年轻人，也是这么拼过来的，
但他们要么买不起“保温杯里泡枸杞”、要么压根
儿就没有这个消费环境。其二，年轻人养生就像搞
胎教，早起步虽然看不到当下的“疗效”，但终究也
不是坏事。人生就像一辆汽车，不是出事儿了才去
4S 店保养维修，早养护、早关注，总比出了问题再
去忙不迭养生来得强。再说，健康中国战略之下，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已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共
识。虽然“权健事件”等搞得保健品市场不太淡定，
但保健养生归于科学理性迟早是大势所趋。于此
而言，“泡枸杞”的年轻人谁说不是强大国内市场
的消费支撑呢？

不要把“泡枸杞”的年轻人想得太低沉。他们有
他们的憋屈与不满，他们有他们的沉郁和灰调，但
是，他们更有他们的幸福与拼劲。当然，虽然他们在
保温杯里泡着枸杞，但他们更明白一个基本道理：
合理的膳食、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适量的运
动，这才是健康之本。 邓海建

2月 26日，江苏省常州市一企业给员工设置
“情绪假”引发关注。新京报记者联系该企业，企业
品牌宣传人员刘先生称，“情绪假”已设置3年，员
工每个月可无理由带薪休息一天。（2 月 26 日《新
京报》）

如果感觉情绪不好，可以无理由带薪休假一
天，这样的企业规定无疑让人感到温馨。在员工与
企业话语权不对称的劳资语境下，企业设置“情绪
假”三年之久，何尝不是一道美丽的用人风景？如果
这样的企业多起来，对于改善劳动关系，营造社会
感恩氛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常言道：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企业
要真正能留住员工，让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
性，为企业多创造利润，企业就要拿出诚意，摆出员
工积极工作的理由。

虽然每月一天的“情绪假”不足以证明企业如
何厚待员工，但是企业此举至少传递出尊重员工权
利的信号。此举有利于倡导、丰富企业的文化内涵，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引导感恩的社会氛围。
从某种意义上，其导向意义不可小觑。“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获得“情绪假”的员工必会投桃报李，
回报企业。

当然，少数老板向员工抛出感恩橄榄枝，并不

足以改变老板在员工中的群体印象，改变劳动关系
不平等的现实。劳动语境的变化，老板与员工之间
互信感恩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更多的老板与员工去
实践。企业关爱员工体现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但是企业从拖欠工资、欺负员工，到亲情工资、

“表白假”、“情绪假”，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劳动关系
的亮点。这既是资方在行动上的进步，也说明员工
的地位提高了，和谐劳动关系正在形成。如果有更
多的用人单位与老板以感恩、尊重的心态对待员
工，员工必会投桃报李、以感恩的心态对待工作，营
造融洽的劳动关系，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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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绪假”看企业留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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