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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善寺里的彼岸花。

荞麦花

吃过荞面饸饹，枕过荞麦壳枕头的你，有没有见过
荞麦花海？秋季赏花，荞麦花是不可错过的亮眼风景。

蓝田荞麦岭

“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距离西安城
区一小时车程，地处秦岭北麓、灞水之滨的蓝田有一个
荞麦岭，绝对是你观赏荞麦花的好去处，在这投入自然
怀抱，享受初秋惬意生活。

秦岭脚下的荞麦岭上，成片成片的荞麦花绽放，
用粉白色点缀着绿色的山峦与挺拔的秦岭山脉交相
辉映，形成远山如黛、近花似海的壮阔风景。抬眼看
去，远处秦岭山峰的那抹翠色，赋予了这片荞麦花海
独有的自然韵味。

举目远眺，微风拂过。荞麦花一层层一片片摇曳
舞动，充满生机，蜜蜂在花间忙碌地穿梭飞舞，绘出一
幅独特的秋日田园画卷。

长安公园

想看荞麦花又不想跑太远？那这个公交就能直
达的好地方绝对是你赏荞麦花的好选择。长安公园
地处西安市长安区中心地带，潏河东西向横穿而过，
是长安区景观元素涵盖范围最广的公园。漫步在这
里就像徜徉在山间河畔，微风徐徐，满眼皆是清幽自
然。公园东南面山坡的荞麦花成片盛开，引来不少
游人拍照打卡，成为秋天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篱笆和小路将大片大片的荞麦花海分开、包围，
行走在错落有序的花田中，看秋风吹得满坡花枝摇
曳，眼前的景色也顿时鲜活起来。

相较于“接地气”的荞麦花，彼岸花则是一种
充满神奇色彩的花，关于它的传说都带着神秘
感。花蕊纤长，红如宝石了，每一朵彼岸花都仿
佛是秋日限定的烟花。

浐灞国家湿地公园

一到秋光浅染的九月，便能在西安浐灞国家
湿地公园发现一抹神秘的红色在悄然绽放，用独
特的美装点了这里的初秋景色。彼岸花纤细的
枝条顶着火红的花朵沿着湿地公园里的栈道成
片绽放，与清幽的树林互为衬托，色彩耀眼夺目，
分外好看。

长长的花瓣反向卷曲外展，状若龙须，孤傲
而美艳。阳光穿过树叶光影斑驳，这红色的彼岸
花海霎时美成了一幅油画。漫步其中，仿佛踏入
了一段悠长的时光。

大兴善寺

大兴善寺这座千年古刹于闹市中保持着自
己的古朴淡雅，院内草木森森，还有一片彼岸花
海正待盛放。

大兴善寺内的彼岸花花瓣似线，合拢成镂空
花球，连片的彼岸花渐次盛放，连成一片彼岸花
海。这片花海是由大兴善寺方丈随手撒落的种
子生成，最终成为西安一处绝美赏花之地。

婀娜多姿的彼岸花在阳光的照耀下宛若尽
情盛放的烟花，虽然没有绿叶的衬托，却兀自舒
展着纤盈的花瓣静静地伫立在草丛中。随意漫
步，感受花海中的宁静与美丽。

彼岸花

如果有人问秋天是什么味道？我猜大多数
人都会说是“桂花味”，桂花香就是独属于秋天
的限定记忆。待淡淡桂子香袭入鼻腔，我们就
知道，秋天来了。

长安唐村

早秋微凉的风吹过山塬，一同去林间寻一颗
渐红的石榴或是在转角处遇到一棵桂花树。

石径一侧、土墙灰瓦下星星点点的橙黄色掩
映在绿色的枝叶间。唐村的桂花晕染了整片蓝
天，这属于秋天的香，令人沉醉。

秋风所及之处，处处桂花香。随着扑鼻而来
的馥郁醇香去寻找园区中悄悄绽放的桂花，丹
桂、金桂各式桂树点缀瓦房石径间。风吹起，细
碎的花瓣从枝头跌落，金黄的身影划过，弥漫着
桂香的天空，为秋日增添了几分别样的诗意。

落一叶而知秋至，开一花而知秋美。收好这
份初秋赏花攻略，找个好天气就出发！ □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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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如何茶叶如何““圈粉圈粉””年轻一代年轻一代
年轻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对

茶叶的认识也在逐渐加深。茶叶在
满足年轻人群解压放松、0糖0卡和
健康养生等多方面需求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

当下，茶叶已经覆盖了年轻消
费者主要的生活场景，并涌现了一
系列新兴潮流的社交喝茶方式。

身处“茶叶大国”
大小产区茶种高速发展

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
数据显示，2019-2025年全球茶叶
市场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20年受
疫情影响有所回落，预计 2025年市
场规模将达2667亿美元；2022年中
国成为最大的茶叶市场，市场规模
估值达到 998亿美元，超过第二至
第七名国家市场规模总和。

《2023淘宝天猫茶行业消费趋
势白皮书》显示，从两大茶品类赛道
来看，以花草茶、水果茶为主的代用
茶具备大量的用户基础，消费人数
占比 70%；但整体茶行业的销售规
模主要依赖原叶茶，普洱、绿茶、乌
龙茶占据原叶茶销售TOP3。

地方政策护航，大产区茶品质
和知名度不断提升。例如近年来，
浙江杭州立法保护西湖龙井茶，聚
焦产业优化与品牌保护，杜绝西湖
龙井商标误用乱用等违法侵权行
为，加强西湖龙井品牌保护与产品
精品化发展。随之，2020至2022年
期间特级和一级绿茶的销售占比逐
年提升，各大产区特级茶叶的平均
件单价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国
人对茶叶需求逐渐精品化、高端
化。同时，随着中国茶叶知名度和
品质的不断提升，中国茶叶走出国
门，西湖龙井、碧螺春、安吉白茶等
大产区绿茶近年来出口销售规模不
断提升，深受海外人士认可。

同时，市场对范围小、产品辨识
度高、精品化为特点的商品表现出

强烈兴趣，涌现出一批市场规模持
续扩大的小产区茶种，如福鼎白茶、
武夷岩茶和凤凰单丛相对其他茶种
已具备一定消费规模，漳平水仙、恩
施玉露、保靖黄金茶复合增长突出。

圈粉养生年轻人
新兴潮流喝茶方式涌现

以 30至 49岁区间为代表的熟
龄人士为茶叶市场贡献了超七成消
费额，是线上茶行业的消费者主力；
近三年，以18至29岁为主的年轻群
体消费占比逐年提升，并且增幅可
观，成为潜力趋势人群。

国人健康意识不断加强，调研
结果显示，98%消费者的饮品选择
观念发生了改变，健康化、无糖化、
功能化是消费者的主要诉求。茶叶
凭借其独特的口感，健康、无糖的固
有属性，满足了年轻消费者解压放
松、0糖0卡和养生等多方面需求。

茶叶已覆盖了年轻人主要的
生活场景，职场办公、熬夜是喝茶
的高频场景。区别于熟龄人士，茶
叶自带的社交属性在年轻群体中
获得了更广泛的应用，涌现出了围
炉煮茶、DIY茶饮等新兴潮流的社
交喝茶方式。

不同场景下，年轻群体对茶叶
的差异化诉求明显，对口味、价格、
便捷性和颜值尤为关注，但面对多
样化的喝茶场景，年轻消费者也会
做出个性化的选择，较为传统日常
的用茶场景中，口感和性价比最重
要，职场办公和外出喝茶时便捷性
最受关注，商务和社交场景中则看
中包装、颜值，“有里”也要“有面”。

原叶茶年轻化
红茶与乌龙受追捧

随着 90、00后群体逐渐成为消
费主流，茶叶年轻化是毫无疑问的
主流选择。

原叶茶获得年轻人青睐，在销
售规模和增速均已高于代用茶，红

茶和乌龙茶是年轻化程度最高的茶
种，白茶消费热度提升迅猛，消费人
数快速增长。

原叶茶年轻群体中57%为茶叶
新客，占比大幅高于熟龄人士，剩余
26%为原叶茶老客复购，17%为代用
茶老客流入。年轻群体则以花草茶
为代用茶作为“入口”，逐渐向原叶
茶品类延展。

对比整体人群，年轻人选择0糖
0卡的消费需求更为显著，茶饮料的
普及也同时对年轻人群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影响，红茶、乌龙茶和白茶成
为茶饮料“带货”最多的茶叶品类。

冲泡麻烦是阻碍？
小包装小方片来破解

调研数据显示，味道苦涩、携带
不便、冲泡流程烦琐是部分年轻人不
爱喝茶的主要原因。原叶茶在产品
形态的主要改进的方向在于，推出
独立的茶叶包装提升便携性，其次
是推出试喝装，以及推出冷泡、茶精
茶膏等更轻松冲泡的产品，以此来
吸引年轻的原叶茶“新粉”。例如，
以白茶为代表的年份茶推出的独立
小包装，满足年轻消费者多场景便
捷需求，大力推动了白茶“年轻化”。

散茶仍是白茶市场上购买人
数最多的产品形态，但随着工艺加
工技术的日益精进，产品形态也日
趋多元，小方片、小茶饼形态的白
茶受消费者追捧，独立小包装成为
新趋势。

玉米须茶、洛神花茶……
传统养生茶扛大梁

近年来养生茶购买人数规模持
续上升，养生茶市场消费群体表现
出女性高占比和年轻化趋势。从画
像分布来看，30岁以上的熟龄女性
是市场核心人群，18至24岁年轻群
体增长迅速。

随着我国药食同源文化和国潮
崛起，年轻人也流行食补养生。对
比其他年龄段人群，90后更喜欢喝
养生茶、吃养生零食来轻松养生。

年轻养生人群有明确的需求，偏
好的功效多为祛湿、清热解读、补气
血、美容养颜等功能；成分方面则偏
好菊花、枸杞、玫瑰花和红豆薏米等。

红豆薏米、菊花、枸杞、决明子
等传统养生茶依旧占据市场主要
地位，年轻人群偏好购买玉米须
茶、洛神花茶、红枣桂圆枸杞、红豆
薏米等补气、祛湿和养颜功效茶，
熟龄人士则偏好莓茶、菊花茶等具
备清热解毒、润肺、提高免疫力的
养生茶饮。 □其斤

年轻人为何年轻人为何
偏爱中式糕点偏爱中式糕点

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对中式
糕点“情有独钟”。中式糕点以原材
料源自药食同源、具有补养优势为
特色，低糖、低脂的健康食品成为中
式糕点市场的主流选择。

并且，随着国潮点心的热度不
断攀升，中式糕点消费也趋于日常
化和社交化。

中式糕点承载中国文化
预计今年市场继续增长

中国中式糕点指用中国传统
工艺加工制作的各式糕点，以面粉
或米粉、豆粉、糖油为主料，以蛋
品、果仁、豆沙、调味料、食用香精
和着色剂作辅料，经制坯、成型、烘
烤、蒸制或油炸而成。按类型可以
分为月饼类、馅饼类、糕点类、酥饼
类、糯米点心类等。

近年来，政府出台一系列食品
行业相关政策，涉及食品安全、食品
企业生产经营、传统特色食品等多
方面，规范食品行业生产经营准则
及食品安全标准，为中式糕点行业
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利好政
策推动下，中式糕点行业有望得到
进一步发展。

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居民消
费结构的改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的特
色食品，中式糕点能够满足消费者
对于食品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在
特定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
等消费需求更是高涨，传统糕点行
业逐渐崛起，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特
殊记忆。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预计 2023
年中国烘焙食品行业市场规模达
3069.9亿元，同比增长 7.6%。随着
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及餐饮消费结
构的调整，未来中国烘焙食品市场
将持续扩张，预计2025年，中国烘焙

食品行业市场规模将达 3518亿
元。中国烘焙食品行业细分市场潜
力巨大，随着自媒体的不断发展，各
类网红探店、KOL推荐等促使中式
糕点、新中式糕点成新热点。

“新中式养生”潮流盛行
中式糕点补养优势突出

数据显示，2010至 2022年中国
中式糕点企业数量起伏略大，受国
潮兴起及传统手艺愈受重视等影
响，2019年企业注册量达到顶峰；
而后三年企业数量下降明显，2022
年新增企业数为 105家。中式糕点
赛道竞争激烈，诸多企业不断布局。

比起新玩家，老字号糕点品牌
具备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充
分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资源，快速
满足市场供需，在中式糕点行业具
备先发优势。

2023 年 7 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布一系列膳食指南。全
球人民日益重视健康饮食，健康需
求正成为消费的重要驱动力。中
式糕点原材料基本为药食同源，补
养优势突出，低糖、低脂的健康食
品成为中式糕点的主要发展方向。

数据显示，消费者购买的中式
糕点通常为绿豆饼、老婆饼、麻薯、
肉松小贝、青团、蛋黄酥、桃酥，产品
以酥、香、脆、甜等特点深受消费者
喜爱，占比均超四成。产品是品牌
的核心竞争力，除传统中式糕点品
类外，不少糕点品类通过创新赢得
消费者青睐，新中式糕点畅销爆品
不断涌现，供不应求。肉松小贝、蛋
黄酥、桃酥等以“中点西做”打破传
统中式糕点印象；芝麻饼以轻滋养
成分和日常化食用场景，其“药食同
源”优势突出。随着居民消费升级
和城市化进程推进，中式糕点细分
市场将会进一步扩大。

IP联名制造话题
青年群体是主要“粉丝群”

“你看三眼仔绿色圆球形的造
型，像不像江南时令食品青团？”动
画片《玩具总动员》中的人物“三眼
仔”虽然不是主角，但一直拥有非常
高的人气。近日，某鲜生平台推出
与迪士尼的联名产品中就包含一款

“新中式糕点”：以三眼仔为原型，将
青团设计成极具辨识度的造型。

中式糕点作为中国传统糕点之
一，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
涵，在中国市场上需求广泛。数据
显示，年轻群体和中年群体购买中
式糕点较多，占比超九成。随着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消费能力
的提高，中式糕点渐成其消费热点。

中式糕点依托国潮文化出圈，
“国潮”“IP联名”已成传统老字号及
新锐中式糕点品牌增长加速器。新
一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革催生新
的需求场景，消费市场也基于新消
费趋势进行迭代更新。中式糕点行
业传统和潮流齐头并进，不断通过
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私域流量。

随着礼赠场景日常化和礼赠
对象多元化，中式糕点凭借“颜值”

“仪式感”等被更多人选择。商家
除主打春节、中秋节等庆点外，结
合消费者购物习惯加大线上线下
渠道布局，生产满足消费者生日、
休闲时刻、聚会等日常化社交场景
需求产品。 □陈斯

初秋西安初秋西安
赏花攻略来啦赏花攻略来啦！！
初秋的草木依旧郁郁葱葱，但多了几分独有的

馥郁。在这个如诗的季节里，美丽的花朵也都依次

开放，等待与你邂逅。拿好这份初秋赏花攻略，一

起徜徉在这些“家门口”的花海间，享受秋风轻抚，

记录美好瞬间。

荞麦花海荞麦花海。。

长安唐村桂花飘香长安唐村桂花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