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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防患于未“燃”
需多方共同把好“安全关”

11月1日起，电动车“新国标”的技术规范要求制造商在
电池组上标注“安全使用年限”，也是在提醒用户到期淘汰老
旧电池，减少老旧电池带来的潜在安全风险，保障生命财产
安全。

防电动车火灾隐患于未“燃”，还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商
家和居民共同努力，合力把好电动车消防“安全关”。

具体而言，一方面是增加充电设施设备，另一方面是充
分运用智能系统对充电桩进行有效管理。“一些社区充电桩
计费远高于居民用电价格，居民依然铤而走险进行‘飞线充
电’，充电桩却无人问津。”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街道河畔社区
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王丽娟说，定价虽然是市场行为，但
要在合理范围内。

电池本身合规、安全也至关重要。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周竣文说，新规实施后，监管部门加大
了指导力度，要求销售商盘点清理库存，区分合规车、问题车
进行登记造册，对问题车采取“拆改退”等方式限期处置，重
点整顿非法改装的销售行为。“消费者如果新购进电动车，也
最好主动检查车辆是否符合‘新国标’及修改单要求。”

王思源提醒，如果夜间室外温度过低，可以选择白天温
度较高的时段进行充电，同时居民应加强对电动车的电线、
电路等方面的检查，避免因线路老化、磨损引发短路、串电等
问题，且充电时间不宜过长。

消防事故频发

电动自行车要警惕电池“暴脾气”

据新华社

11月9日是第33个全国消防日，活动主题是“全民消防、安
全至上”。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电池短路、电池不合规、使用年限
超期等原因诱发的消防事故频频令人揪心。

国家消防救援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接报电动自行车
火灾2.1万起，比2022年增长17.4%，其中80%是充电时发生
的，安全充电成为薄弱环节。

安全使用电动车 从防范电池安全风险做起

华东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校聘
副教授潘明光说，锂电池能量密度较高、内部
的有机电解液化学特性活泼，随着电动自行
车使用时间的增加，电池安全性会不断下
降，如果电池充电时间过长、遭遇挤压或强
烈撞击可能会引起短路，进而发生燃烧或爆
炸等安全事故。

“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沈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全媒体中心主任高超介绍，一旦电动
自行车的锂离子电池起火，燃烧会非常猛烈。

安全使用电动车，应从防范电池安全风险
做起。高超提醒，电动自行车应远离燃气设
施、变配电设施、锅炉房、加油站等危险场所停
放，车身周边2米范围内保证无可燃物堆放。

此外，应避免在污水井、下水道、化粪池等区域
的上部地面位置停放。

电动自行车不入户已逐渐成为小区居民
的共识。沈阳和平区多位社区安保人员对记
者表示，近几年，居民们的安全意识有所提
高。但随着气温逐渐降低，仍有部分居民心存
侥幸，将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

对此，南昌市红谷滩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
队长王思源说，家中的插座并不具备充满自停
功能，长时间过载充电容易引发电气故障，导
致火灾。同时，电线长期暴露在室外，受风吹
日晒雨淋，容易造成电线绝缘体磨损和老化，
导致漏电、短路，危及人身安全，带来火灾风
险，甚至“火烧连营”。

“只要够喜欢，我就愿买单”
——“双十一”年轻人消费观察

从《黑神话：悟空》带火旅游目的地，到国货潮品持续走红……
一段时间以来，“悦己”兼具“理性”的消费观念在年轻人中影响越来
越大。“双十一”来临，年轻人消费有哪些新亮点？

“悦己消费”成潮流

多个电商平台的消费数据显示，骑行、滑雪、露
营、观演这些“悦己消费”、沉浸体验消费越来越受到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小城热”“反向旅游”方兴未艾，年轻人热爱文旅
的步伐从未停止。根据天猫平台数据显示，2024年
年初以来，18~29岁年龄段用户翻倍增长，徒步、登
山、滑雪等成为他们青睐的户外活动。

在鲜为人知的小县城打卡，驱车十多个小时赶赴
偏僻海岛，年轻人告别“人从众”，开始踏足这些充满
生活气与人情味、小而美的景点。

四川阿坝州黑水县近日迎来旅游旺季。这里的
达古冰川景点有一座咖啡馆，因处在山巅上，被游人
称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咖啡馆”，吸引着大量年轻人来
打卡。每年这个时节，常住人口1.8万人的黑水县城
每天都会涌入上千名海内外游客。

这个“双十一”，不少年轻人涌进直播间，计划年
末和冬季旅游，他们一边听着主播推荐的出行线路，
一边琢磨着买哪个套餐更划算。“我们推出的旅游专
场直播，下单主力群体就是25~35岁的年轻人。”“交
个朋友”直播间运营负责人说。

“‘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去看看’，
最能体现年轻消费群体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需求升级。”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说。

消费观念愈加务实

数据显示年轻消费者变得愈加理
性。《2024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显
示，41.04%受访年轻人表示在购物时，
经常有比价行为。

“可以买贵的，不能买贵了。”北京的
“90后”孙静是普拉提爱好者，周末总会
抽出时间去练习。孙静说：“虽然平时买
化妆品的钱是能省则省，但练习普拉提
能让自己更健康，即使会员卡几万元一
张，也会考虑购买。”

还有很多年轻人响应以旧换新政
策，将家里的大件“换新”。“90后”罗伟
家里的旧冰箱已经使用了多年，在了解
到以旧换新政策后，他决定购买一款新
冰箱。补贴后的价格优惠不少，也让他
不禁感叹：“以旧换新是真香！”

海南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伟铭
认为，消费观念上，年轻人越来越务
实，更加注重自己真实的消费体验，更
追求产品内在的实用性与个人需求的
真实匹配。

国潮产品受热捧

国潮产品与年轻消费者的“双向奔赴”也
成了新看点。京东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新中式衬衫、新中式女装套装的成交额同
比分别增长超7倍和4倍，手工饰品、箱包配
件等国风文创产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倍。

对国潮产品的追求不止于“买买买”，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进一步
深度体验传统文化。和三五好友相约街头
巷尾，一起制作创意中式糕点、古风茶饮，
设计属于自己的明代风格木雕餐具柜……
不少年轻人捧红了一系列网红店、冷门景
点、IP周边产品。

“壮锦制成的拎包、童帽等产品，因融入
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变得更有吸引力。”“95
后”邓双双对我国少数民族服饰有着浓厚的
兴趣，不仅会在节日庆典时穿，还会查阅相关
资料，去博物馆参观学习。

对年轻人来说，好心情才是最“贵”的东
西。对商家和厂家来说，年轻消费者的这些
新特点，蕴藏着更多的商业机会，或许在不久
的将来会催生出崭新的业态。

9月12日，在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会场拍摄的悟空文创产品。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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