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中青年人的压力越来
越大，“身未动，心已老”是不少
人的常态。中青年人，作为社会
的中坚力量， 承担着各方面的
压力，压力之下，他们又该如何
缓解？5月1日， 白花油90周年
“和兴白花油， 健康中国行”的
第一站活动将在长沙步步高梅
溪湖新天地举办， 邀你来享受
“慢生活”， 教你适当放慢自己
的生活，感受健康生活。

步入社会后， 人生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开始承担各种
各样的压力。买房买车、工作晋
升、 结婚以及生儿育女的种种
压力，都将要我们承担。在用年
轻的身体拼命挣钱的时候，会
发现身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不得不承认， 你离亚健康也越
来越近。 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
显示， 全球健康人仅占人群总
数的5%，被确诊患有各种疾病
的，占人群总数的20%，处于健
康与疾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约
占人群总数的75%。

据介绍， 为帮助青年一代
远离亚健康， 香港和兴白花油
将于5月1日在长沙步步高梅溪
湖新天地举办白花油90周年
“和兴白花油， 健康中国行”长
沙站活动， 希望我们的生活慢
下来，感受健康生活。现场不仅
节目精彩纷呈， 还将有神秘高
档健身用品相送， 期待各位的
到来。 当天参与者就可以到活
动现场领取白花油一瓶！

近年来移动社交平台越来
越多，在方便大众的同时，网络
媒介的存在也无形中造成了熟
人之间距离的疏远。“生于熟人，
死于陌生”的怪相逼迫人们开始
反思为何互联网正在杀死本应
充满无限可能的社交创意。

近日，熟人社交APP派派在
众多明星大咖的带动下成为了
大众追逐的焦点。从炙手可热的
娱乐扛把子大张伟、柳岩、大鹏、
小沈阳，到街头巷尾奔波着的普
通大众，无不被“偷好友红包”这
一社交新玩法刷屏洗脑。

派派的魔法是什么？ 久旱
的社交创意是如何老树开花，
焕发一“派”生机的呢？

事实上， 移动社交用户多
为年轻人。猎奇、兴趣相投、自
我展示、 情绪宣泄是年轻人维
系朋友关系的天性需求， 从年
轻人的普遍社交心理， 不难理
解派派的异军突起。据了解，大
部分年轻人受环境的影响，不
喜欢维持一段“半生不熟”的关
系， 他们的社交行为直接而有
目的性。而派派广告片中的“娱
乐社交”定位，似乎恰恰填补了
年轻人对熟人关系的定义。

派派的社交理念和技术创
新，在于推出了全新社交方式，让
熟人之间的互动更有趣，“偷好友
现金红包”、“整蛊好友”等功能刷
新了传统社交模式单一的联络功
能， 通过极大地丰富熟人好友间
的娱乐式互动， 解决了“友谊降
温”的尴尬。试想，手机屏幕突然
显示某个好友“偷走了你10元红
包”， 你的神经一定是瞬间紧绷，
想要一探究竟。

其实“红包诱惑” 早已不陌
生， 春晚的全民抢红包就已经成
为了大年三十的国民兴奋剂。派
派用户之所以还能对偷红包乐此
不疲，“偷” 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贴
身肉搏般的刺激感， 无疑是满足
年轻人“越铁越要损”这一心理的
娱乐化调剂， 这也就解释了派派
一经上线即受到娱乐圈女神鲜肉
热捧的背后原因。

业内人士分析， 随着中国网
民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 年轻用
户将更喜欢尝试新奇的社交方
式，派派发起的“娱乐社交”玩法对
于赢得用户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
果。 在平台优质内容与先进技术
创新的结合下， 未来移动社交领
域的新思路也许正在酝酿成型。

随着气温回升，本地蔬菜大量上市，供应充足的态势下，蔬菜价格持续下跌。（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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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
上午，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
总队公布了一季度湖南城镇
居民收支变化情况。 数据显
示，一季度，湖南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9228元， 同比
名义增长8.2%， 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6.2%。

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一
季度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却下
降了0.6个百分点，保持着“稳
中趋缓”的增长走势。对此国
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分
析，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
响，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
性收入增幅有限、“去产能”
政策短期内影响了小部分
城镇居民的收入以及养老
金上调幅度回落成为主要
原因。

人均工资性
收入增8.3%

按照收入的来源， 可支
配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
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和转
移净收入。 从今天发布的数
据来看， 一季度湖南城镇居
民四项收入全面增长， 其中
人均工资性收入5172元，同
比增长8.3%， 对收入增长的
贡献率为56.9%，是城镇居民
收入的主要来源。

对比这一数据， 你的工
资“及格”了吗？记者由此进
行了随机调查。 大部分人表
示， 工资收入要结合工作能
力、从事的行业、工作年限等
等来看， 不能一概而论。“这
个工资要看对于什么阶段，
对于刚毕业的人其实很不错
了，在长沙生活的话，处于饿
不死的状态。”毕业一年多的
长沙小白领陈阳说，“哈哈，
反正我的工资已经到平均状
态了。”

记者了解到， 去年一季
度湖南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
收入为4775元， 与之相比今
年涨了397元。对此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认为， 随着
产业结构调整， 企业规模扩
大， 部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
求随之加大， 多数企业采取
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和福利的
方法来吸纳就业， 从而提升
了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

除此之外， 一季度湖南
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1396元，增长4.5%；人均转移
性收入同比增长9.3%， 达到
1808元， 其中人均养老金或
离退休金收入1765元， 增长
9%。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
均财产净收入852元， 增长
11.4%。“主要原因是受市场
环境变化，近期利率走稳，房
地产市场交易升温， 推动了
居民利息与房租收入增长，
财产性收入随之提高。”

教育支出
“领跑”农村消费

在今天发布的数据中，
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也
成为关注的重点。 数据显
示，一季度湖南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3232元，比
上年同期 （2973元） 增加
259元 ，增长8.7% 。从消费
结构来看，八大类生活消费
支出“六增二降”，其中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增长最快，衣
着、其他用品和服务类支出
同比下降。

农村居民对教育的日益
重视，使教育文化娱乐消费
成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
长期热点。数据显示，一季
度湖南农村居民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505元， 同比
增长24.1%，增速居八大类
消费支出首位，对消费支出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其
中农村居民人均教育和文
化娱乐支出分别为367元和
138元， 与去年同期增长超
过两成。

此外， 随着农村居民逐
步转变生活方式， 对于自身
的保健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医疗保健支出呈现较快增
长。 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医
疗保健支出303元，同比增长
18.8%，增速仅次于教育文化
娱乐支出。 其中农村居民人
均医疗器具、 药品及医疗服
务支出分别为66元和237元，
增长2.2%和24.5%。

记者注意到， 一季度湖
南农村居民在衣着、 其他用
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下降；同时，尽管
食品烟酒仍占湖南农村居民
消费支出的“大头”，人均支
出达940元， 但缓慢增长，同
比增速为2%。

■记者 吴虹漫

本报4月18日讯 据长沙
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
示，本周（4月12日-�4月18日）
八个大种类商品价格呈“1涨5
跌2持平”。其中肉蛋类、水产类、
蔬菜类、水果类和调味品价格较
上周分别下跌0.65%、0.09%、
1.63%、1.20%和0.34%； 食用油
和副食品价格较上周持平。

在长沙毛家桥菜市场的各
个肉铺前逛了一圈后， 经常在
这里买菜的肖女士今天发现，
肉价更便宜了，“尤其是排骨，
像仔排今天大多19元一斤，最
便宜的只要18元， 前阵子基本

是22元。”
据了解，由于居民家庭消费、

食品企业大宗采购对猪肉的需求
都相对疲软， 导致长沙市猪肉价
格同步下跌。同时，长沙市气温回
升，天气适宜蔬菜生长，叶菜的采
摘期缩短，本地蔬菜大量上市，导
致蔬菜价格持续下跌。

同时，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菠
萝、草莓、提子等水果大量上市，
当季水果供应增加， 推动长沙水
果价格下跌。数据显示，香蕉和梨
子价格较上周分别下跌5.18%和
4.83%，为每斤3.66元和3.94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前三月我省居民的钱包又涨了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228元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2%

长沙水果大量上市，肉菜集体降价

“派派”熟人社交APP为什么会流行？

白花油健康中国行
邀你享受“慢生活”

省财政厅日前发布的
《湖南财政预算执行分析》显
示，一季度，全省财政收入和
支出均较快增长。1-3月，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9.96
亿元，同比增长12.54%，比去
年同期加快8.49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 税收收
入贡献突出。1-3月， 全省全
口径税收收入完成873.01亿
元，同比增长13.56%。各主体

税种中，增值税和营业税（清
欠收入入库）、个人所得税增
长较快，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平稳增长。其中，房地产业由
于市场回暖、交易量价齐升，
完成税收126.23亿元，同比增
长42.48%； 汽车行业由于销
售大幅增加， 完成税收31.88
亿元，同比增长80.33%。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周杰

延伸阅读 一季度房地产业税收增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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