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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小区”有哪些具
体建设内容

究竟什么是“宁静小区”，有哪
些具体建设内容？宁静小区，是指
通过噪声污染控制，声环境质量达
标、居民满意度较高，能为居民生活
居住、学习办公提供安静人居环境
的小区。去年，生态环境部研究起
草《关于推进宁静小区建设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提出，打
造一批“消除杂音、睡得安心”的小
区，到2035年宁静小区将成为居住
小区的普遍标准。

根据意见，建设宁静小区的基
本条件包括：原则上不存在多户长
期反复投诉同一个噪声污染问题的
现象；要开展噪声监测，居住小区声
环境原则上应符合小区所在声环境
功能区的噪声限值要求；要建立噪
声投诉纠纷调解机制等5项。

优先建设内容则包括：专人专责，
明确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
务企业等职责任务；制定完善的居住
小区内部噪声管理制度等11项。

垃圾清运噪声扰民如
何破解

为了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
声污染问题，各地在不断探索，也在
创新相关管理手段。垃圾清运是困

扰居民的噪声来源之一，此类噪声
扰民问题该如何破解？来看看浙江
杭州的做法。

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庆隆苑
小区旁边的垃圾转运站，之前由于
不断有垃圾转运哐当哐当声音，一
直被居民多次投诉。去年4月，当
地政府在这里建起了杭州市第一个
宁静生态转运仓，圆满化解了垃圾
转运站与居民间的噪声污染纠纷。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拱墅分局党
组成员郑雷斌介绍说：“在清运的车
上面，桶跟车接触的面上，进行一个
橡胶垫的铺设，这样在整体的运行过
程当中，车辆跟桶的声音也会降低。”

记者看到，在这个垃圾转运仓
里，采取了多种降噪措施。地面已
铺设了一层橡胶垫，墙体也采用了
多层复合隔音材料，这些都能有效
降低噪声产生。另外，当垃圾转运
车进入仓内时，配有红外线车辆检
测的智能静音卷帘门，就会自动关
闭，这样容易产生噪声的拖桶、倒桶
以及清洗环节等，全部被集中在一
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操作，能够保
证不对外面的小区产生干扰。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庆隆苑小
区居民郭大明说：“对我们也没有影
响了，比较安静，休息天也可以睡个
好觉了。”

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对各个
小区常见的噪声源进行专项治理。
一些水泵房、电梯、儿童游乐场和健

身设施等，都被进行类似的降噪处
理。一些容易产生问题的窨井盖、排
水井等，也通过安装橡胶垫或用水泥
封堵等，减少了交通产生的噪声。

“噪声地图”如何让噪
声污染防治“看得见”

运用信息科技对噪声进行溯源
监控，是城市防治噪声的有力手段
之一。一些城市基于仿真计算机技
术应用，绘制“噪声地图”，不仅让
噪声能够“看得见”，也能“管得
住”。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
一起去江苏南京看看。

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
局，一张噪声热力图清晰地展示出
辖区内噪声投诉的分布。其中，红

色部分显示噪声投诉的频次高，也
是当前纠治的重点。

与声量分贝图不同，数据的来
源并不是各个站点的声音数据，而
是根据系统分析群众的投诉形成的
分析图，是一张更加贴近群众现实
感受的噪声治理舆情图、民意图。

江苏省环保集团高级工程师陈
潇江介绍说：“大概就是在每 100
米×100米的方格内，发生了有30
起以上的投诉事件，颜色是比较
深。我们看比较淡的地方，基本上
是在每 100 米×100 米的区间内，
它的投诉事件是在3件以下。”

从 2008 年开始，我国就在北
京、上海、天津等城市陆续开展噪声
地图绘制及示范项目，将区域内噪
声污染状况进行直观展现，并进行

及时治理。
在南京秦淮生态环境局的指挥

大厅里，还有一张《秦淮区噪声敏感
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图》，其中红线
内的部分为非敏感区，其余部分为
敏感区。敏感区内产生噪声的行为
将被严格控制。

南京市秦淮生态环境综合行政
执法局副局长陆毅表示：“噪声敏感
物建筑物集中区的划定，给我们统
一的标准，同时也给我们执法提供
了一个抓手和依据。”

生态环境部以试点带动全国，
划定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总面
积已超过860平方公里。通过划定
试点，明确了噪声污染防治的重点
范围，推动声环境管理更加精准和
规范，也让噪声执法从末端治理前
移到了源头管控。

噪声污染防治如何从
身边小事做起

社区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地
方，宁静与否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
生活质量。创建宁静小区，需要全
社会共同努力。近期，生态环境部
将在全国选取部分城市开展志愿者
品牌试点，吸引更多公众参与到噪声
污染防治工作中来。专家呼吁，除了
志愿者督导，每位居民也要从自身做
起，切实身体力行，比如低碳出行，尽
量乘坐公共交通、骑车或者步行，减
少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居家生活使
用电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娱乐活
动时，需要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
施；在公共场所里健身、娱乐活动，
也要合理安排时间，远离学校、住
宅、医院等噪声敏感区域；住宅装修
时要遵规守则，采取防噪措施，避免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对于日常生活
中产生噪声污染的其他行为，也要
协商共治，提出降低噪声污染措施，
共同遵守并且互相监督。 据央视

饮料火锅沐浴露
融入养生新理念

曾经，“康养”一词基本专属于
中老年人。如今，青年群体也不遑
多让，争相加入“养生局”。

江西鹰潭信江新区居民周佳
敏，尽管只有20岁出头，却懂得不
少养生门道。平日里，她会自制薏
仁红豆汤、银耳雪梨汤等滋补养生
汤，用来代替奶茶、蛋糕等甜食，而
烧烤、油炸食品等，她选择远离。周
佳敏也会吃糖，但不是普通的糖，而
是富铁软糖、叶黄素酯软糖等。网
购低热、低脂、具有功能性的食品，
健康膳食再搭配合理运动，这样的
生活方式，让她觉得轻盈而有活力，
愿意坚持下去。

青年群体更加关注自身健康、
对康养产品需求旺盛，也给生产厂
家提供了广阔市场机遇。他们纷纷

“各显神通”，源源不断地创造优质
供给。

近来，有缓解疲劳、改善睡眠等

功能的保健食品在年轻人当中引发
关注。“健康消费，也需要新概念。
我们把中药材制成保健饮品，很受
年轻消费者欢迎。”北京嘉桦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刚说。

相关市场调研显示，与上一代
消费者相比，90后和00后更注重预
防和保养，讲究“精细养生，即刻滋
补”，在康养这件事上，认真不含糊。

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药品产业
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主任张永建认
为，更好的物质条件、更高的教育水
平、更便捷的健康信息获取方式，以
及慢性疾病低龄化案例的宣传普及
等因素，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主
动地管理起自我健康，以实现更高
品质的生活。

如今，年轻人对健康服务的关
注度持续提升，对健康产品的消费
热情不断走高。美团、大众点评统
计数据显示，去年底以来，“滋补养
生类火锅”关键词搜索量增幅最快，
而且25至30岁用户搜索热情最高；
不少餐饮商户提前上线了品质团购
套餐，成功招揽年轻顾客到店消

费。快手电商2024年数据显示，在
身体清洁领域，身体精油/皂、泡澡
浴包、香水沐浴露的销售商品数、订
单量均呈现年同比翻倍增长。个性
化的沐浴产品需求，体现出人们对
精细养生的深入追求。

年轻人健康消费方式精细化、
多样化、便捷化，推动健康产业向上
发展。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健
康产业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
2024 年中国大健康产业总收入规
模预计达9万亿元。

骑行越野玩冰雪
打卡健身不断档

一场春雨过后，江西萍乡武功
山云雾缭绕。

26岁的肖子旭和骑友们从萍乡
城区出发，趁着雨后初晴，蹬着山地
车，沿着萍乡武功山景区的大道骑
行，享受户外的美好。“每次骑行，都
像给身心充了电！”肖子旭说，自己
骑行到武功山20次，骑行里程超过
了 1万公里，从防雾护目镜到减震
手套，在骑行装备上的消费已超
3000元，“为兴趣买单，值！”

在萍乡武功山景区，年轻人正
成为户外运动消费主力军。芦万武
旅游公路两侧，专业骑行道与健身
步道如丝带般缠绕山间，吸引着各
地骑友。“过去游客来武功山就是爬
山，现在骑行、露营都成了标配。”萍
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
糜锋介绍，景区近年来通过举办国
际帐篷季、越野挑战赛，承办环鄱阳

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等一系列户外赛
事，年均接待各类户外运动爱好者
超过百万人次，年轻人占比很高。

徒步、骑行、越野、溯溪……随
着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青年群
体健身运动热情也持续高涨。国家
体育总局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
业发展报告（2023—2024）》显示，
从消费水平看，户外运动爱好者年
均消费保持在较高水平，在单个户
外运动项目上的年均消费达 2000
至 5000元。从消费群体看，80后、
90后成为户外运动群体的核心。

无论寒暑，年轻人打卡健身不
断档。美团数据显示，去年底以来，
运动健身的搜索量同比增长70%，
其中，20至30岁的年轻用户占比近
六成，平台上的健身房月卡、24小
时健身房、自助健身等新潮供给，深
受年轻人青睐。在 30岁以下年轻
人热衷的新兴运动方面，网球、攀
岩、台球的订单量增速位居前三名。

随着冰雪经济持续走热，冰雪
运动更成为青年消费的热点领域。

在宁夏固原市雅豪滑雪场游客
大厅，一排排雪鞋、雪板、头盔等物品
摆放整齐，三五成群的滑雪爱好者正
做着准备活动。该雪场设有9条滑
道，满足不同水平滑雪者的需求，另
有专用缆车索道，为滑雪者提供便利
的交通方式。“今年有很多外地年轻
人来消费，针对他们的需求，我们加
宽了中级道，加长了雪圈道，对夜场
雪道照明设施也进行了全面升级。”
滑雪场相关负责人汪友庭表示。

据《人民日报》

“静”享生活，2132个“宁静小区”怎么建

为健康养生买单，年轻人成生力军

白天是震耳欲聋的装修噪声，晚上是持续不断的广场舞高音，另外
还有窗外车辆往来的刺耳喇叭声……这些“家门口”的噪声污染问题，
很多人可能都遇到过。

近日，生态环境部公布的一个数字引人关注：截至目前，全国共建
设完成宁静小区2132个。悄然之间，“宁静小区”在全国不少城市落地
开花。从2023年开始，生态环境部推动宁静小区建设，主打一个“消除
杂音、睡得安心”。“宁静小区”要怎么建？面临哪些难题？解决老百姓
“家门口”的噪声污染问题，各地有哪些探索？

学习插花 视觉中国供图

“ 家 门
口”的噪声污
染问题

央视截图

“一边熬夜内卷，一边养生保健”，如今，这样自嘲的年轻人，把健康消
费当作新“刚需”。年轻人何以成为健康消费的生力军？充满商机的健康
消费市场呈现哪些新看点、新活力？记者深入各类消费场景实地探访。

商场超市内，保健品、富含微量元素的食品持续热销；电商平台上，能
量补给类、“轻养生”类零食备受追捧；中式养生馆，艾灸、拔罐、按摩等“国
潮养生”预约火爆；户外空间里，骑行、越野、冰雪运动等吸引众多年轻人投
身其中，砸下“真金白银”……如今，青年群体日益成为健康消费的生力军，
打开了个性化、品质化的商业新空间，带来新的消费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