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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条产线，土豆做的米开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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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为情绪买单”
北京西单大悦城泡泡玛特门店

内，多名顾客询问《哪吒之魔童闹
海》“天生羁绊系列”手办盲盒是否
有货。

一名店员介绍，该盲盒单价69
元。目前，店里和淘宝、京东等线上
平台可以预售，但发货时间已排到
了几个月后。平台数据显示，该产
品月销量超过 10万。有消费者表
示，拆开盲盒看到手办的瞬间让人
无比愉快。

“情绪经济”正在点燃年轻人消
费热情。

在成都，天府红、天府国际动漫
城里挤满了穿着各式二次元服装的

“吃谷”年轻人，当地人形容“二次元
拯救老牌商场”；在杭州，限定版“西
湖醋鱼”毛绒玩具登上热搜，售卖过
程中，还原捕鱼、称重、清理、下锅、
调味全流程，独特的“过家家式”消
费体验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
在长沙，万家丽广场三层楼被打造
成了密室逃脱的乐园，深受年轻消
费者的青睐与追捧……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管健表
示，情绪消费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
或服务时，受到情感驱动，追求产品
本身带来的情感满足和心理慰藉，
进而达成对心理的补偿的行为。相
比之下，消费者对于情绪消费的实
用性诉求不强，而是更看重商品所
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和情感共鸣。

为何青睐情绪消费？
年轻人为何青睐情绪消费？记

者采访中发现，这缘于快节奏生活
带来的压力，“宅”生活催生的情感

需求，以及“Z世代”独特的消费观
念。

一些“情绪经济”产品体现出明
显的数字性。近年来，“AI心理陪
伴师”“AI情感咨询师”等虚拟服务
在网络上走红。这些产品服务更便
捷、私密，被网友称为“电子闺蜜”

“电子伴侣”。
“年轻人所追求的‘情绪’，包含

解压、松弛、疗愈，也需要热血、真
诚、陪伴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
院长曾润喜说，这些虚拟服务增加
了消费者的选择，丰富了体验感。

让情绪消费有法可依
伴随“情绪经济”的兴起，如何

对情绪消费产品和服务这一新兴业
态进行有效质量监督和安全监管、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也引起社
会关注。

比如，有网友反映，有的商家销
售的捏捏乐硅胶包装上没有生产厂
家、质量合格证等信息，长期把玩后
出现头晕、流眼泪等状况。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不
少店铺提供陪聊、哄睡、叫醒等虚拟
商品，这些商品往往通过语音或文
字聊天提供情绪价值，售卖价格在
10元到上千元不等。但浏览这些商
品的评论区，不少购买过的用户“吐
槽”，这些情感陪伴多是基于不停地
打赏，性价比不高。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AI

陪伴类产品还存在用户相关隐私数
据被窃取、泄露、滥用的风险。

“情绪经济”，这种跨界融合、灵
活多变的新业态、新模式给市场监
管带来了新挑战，需要多方采取措
施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去年以来，济南、张家港、安顺
等多地开展捏捏乐玩具专项整治行
动。对于一些商家售卖的盲盒存在
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问题，市场监管
总局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
（试行）》，从制定负面销售清单、明
确信息披露范围、鼓励建立保底制
度、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四个方
面予以规范。

福建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建议，应及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厘
清情绪消费品的合法边界，让情绪
消费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此外，相
关网络平台方要进一步压实平台主
体责任，对经销者主体资格、服务内
容、服务信息真实性等各个方面的
审核监督。

针对一些 AI 陪伴类产品在使
用过程中不断集成用户的生活、工
作等方面数据等情况，清华大学新
闻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双聘教授沈
阳建议，建立AI陪伴等情绪消费相
关产品的内容标准和审查机制，禁
止包含色情、暴力、歧视等不良内
容；推动算法公开透明，降低其误导
用户或滥用个人数据的风险。

据新华社

土豆咱都不陌生，但土豆
做成的“大米”，你尝过吗？

去年 11月，“土豆米”生产
线在云南省昭通市投产。研发
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分子物理化学家吴奇接受新
华社采访时曾说：“这不仅是我
国第一条把新鲜马铃薯变成干
燥大米的生产线，也是世界第
一条。之前没有这个技术，这
是我们团队自己的技术。”

今年3月，“土豆米”开始正
式上市售卖，网友们直呼：“土
豆脑袋狂喜！”

土豆如何巧变米？背后有
怎样的故事？近日，记者赶赴
昭通替网友尝鲜“土豆米”。

“情绪经济”打开消费新空间
“放青松”摆件、“好运兰”

绿植、“拒绝蕉绿”捏捏乐……
在快节奏的生活下，一些释放
焦虑情绪、提供情感陪伴的创
新产品正越来越多出现在年轻
人的床前和桌头。“为情绪买
单”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咨询机构MobTech 研究
院发布的《情绪经济消费人群
洞察报告（2024）》显示，2024
年，为情绪价值和兴趣买单成
为年轻人消费的首要理由，占
比超过40.1%。

多版本“土豆米”

闻着有谷物香，吃起来
很Q弹

全国首条“土豆米”生产线位于
昭通市巧家县马树镇，海拔超过
2800米的大山，在3月中旬迎来了
几场降雪。竖着“全力书写高原特
色农业发展新篇章”牌子的土地盖
上了一层积雪，积雪下面就长着“土
豆米”的原料土豆。

对于在高原生长的土豆来说，
现在既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收获的
季节。前几日刚从地头挖来的土
豆，已经投入了生产。在“土豆米”
生产车间，刚从生产线上下来的土
豆米呈黄褐色，形状和大小都和普
通大米类似。

“现在用的是红皮黄肉的‘合作
88’品种，收获之后就送上生产线，
无需通风、恒温、恒湿的储藏场所，
省下了很多仓储成本。”巧家洪邦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巧家洪
邦”）总经理李昱霖介绍，生产线每
小时可处理新鲜土豆 20吨。经初

步测算，用2.5吨土豆配一定比例的
昭通高原苦荞粉和玉米粉可以加工
出1吨“土豆米”，预计年产量约为
1000吨。

“土豆米”的产品配料表显示，
除了新鲜土豆，还添加了苦荞粉、玉
米粉和甘油硬脂酸酯。李昱霖说，

“土豆米”的烹饪方式与普通白米饭
类似，可以蒸、煮，用微波炉加热，但
由于经过高温高压灭菌后已经熟
化，所需的水量和时间均少于普通
白米饭。

记者尝了次鲜，跟着工作人员
用蒸箱蒸制“土豆米”。按照说明
书，清水洗净后无需泡水，直接倒进
盘子放入蒸箱蒸制即可。25 分钟
后，黄澄澄的“土豆米”出锅。看颜
色和蒸前相差不大，像是裹上了一
层咖喱；闻味道，蒸熟后有了谷物的
清香；吃起来，尝不出“土豆味”，明
显区别于普通大米的是口感很“Q
弹”、比较有嚼劲。

李昱霖介绍，“土豆米”并非简
单的形状改造，“Q弹”口感源于其
生产工艺。“高温挤压造粒+低温干

燥”技术，重塑了马铃薯淀粉链的构
型，使马铃薯成为米粒状，添加的甘
油硬脂酸酯又增加了黏性，使它有
了类似普通米饭的“弹性”。此外，

“土豆米”保留了土豆90%以上的天
然营养成分，与普通大米相比，脂
肪、碳水化合物、糖分含量更低，蛋
白质含量更高，含有的蛋白粗纤维
使得饱腹感也更强，“适合糖尿病患
者、健身爱好者及中老年人，也有助
于培养孩子食用粗粮的习惯”。

价格比普通大米贵，尝
鲜者众多

昭通产“土豆米”3月初开始上
市，目前主要线上售卖，在部分电商
平台已开设官方店铺，线下销售渠
道正在接洽中。

某电商店铺正在售卖的“土豆
米”，优惠后售价为一盒（950 克）
33.8元，两盒（每盒950克）60.8元，
三盒（每盒950克）83.4元。多个链
接累计销售超过15000单。

不少网友表示，如果作为日常

主食，“土豆米”是不是有些太贵了？
“我们目前也在收集市场反馈，

口味、包装等方面之后都可能调
整。”李昱霖说，如果之后扩大产能，
价格有望降低，“但‘土豆米’的成本
摆在那里，不会太便宜。”

李昱霖的老本行是种薯种植，
“跨界”生产“土豆米”，背后是“靠天
吃饭”的传统农业迫切想要延伸产
业链的期待。

“受种植面积、灾害天气、市场
行情等影响，鲜食土豆的售价波动
较大。行情最好时地头价最高超过
3000元一吨，价格低时却只有三分
之一。做成‘土豆米’后产值增加超
过十倍，同时延伸产业链也能为企
业降低风险。”李昱霖说，目前年生
产“土豆米”1000 吨，可实现产值
3000余万元。

辅粮变主粮，背后是
“一盘大棋”

不少网友纳闷，喜欢土豆的人
为什么不直接吃土豆呢，将“土豆
米”推向市场的意义何在？它究竟
算是土豆还是大米？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
会高级别专家咨询组成员、云南农
业大学教授郭华春给出了答案：土
豆变大米，由辅粮变主粮，实现薯类
杂粮的主食化和产业化。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关于
食物的“一盘大棋”。2025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到，要构建多元化食物
供给体系。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这已经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
年提及大食物观。

“‘土豆米’突破了‘向耕地要粮
食’的传统思维，实现了‘向加工要
粮食’。”郭华春说，土豆的优势在于
亩产高、生长不“挑地方”，但新鲜土
豆80%左右是水分，放着时间长了
会发芽，不能长期保存。而“土豆
米”则扬长避短，保留了土豆90%以
上的天然营养成分，不仅可以长期

储存，还能适应更多人的口味。
事实上，国家对马铃薯的重视

由来已久。2015年，我国提出推进
马铃薯主粮化战略，旨在让马铃薯
成为继水稻、小麦、玉米之后的第四
大主粮作物。

“这可不是说忽略个人口味和
喜好，一定让所有人都培养云贵人
民的饮食习惯，天天吃土豆。”郭华春
解释道，马铃薯主粮化实际上就是把
马铃薯加工成符合中国人饮食习惯
的像馒头、面条、米饭一样的主食。

于是，从 2015 年起，平时以蔬
菜形象出现的马铃薯，开始转化为
土豆面粉、土豆面包、土豆粉条等产
品试水市场。

郭华春介绍，这些产品的制作
过程基本是先将土豆加工成全粉，
再二次加工为面条、馒头等，两次加
工，成本自然就提高了。而“土豆
米”是土豆直接加工成“米”，是“学
科交叉碰撞出的新质生产力”。

初上市就获得关注的“土豆
米”，是否能提高供应量和市场接受
度，在“主粮江湖”拥有自己的一席
之地？郭华春等多位采访对象认
为，尽管目前“土豆米”面临着价格
高等问题，但在发展农业新质生产
力和健康饮食潮流的大背景下，其
市场前景依然广阔。

根据市场反馈，“土豆米”颇受
中老年群体青睐。昭通市农科院院
长胡徳波认为，在愈发重视“体重管
理”的社会背景下，“土豆米”低糖、
高膳食纤维含量，很是适配糖尿病
患者、减肥及健身人群的需求。

要想做大市场，产量得跟上。
“目前全国共有两条‘土豆米’生产
线，分别位于深圳与昭通，年产量均
为1000吨。‘土豆米’要想全面打开
市场，需要更多企业参与共同做大
市场。”郭华春说。

郭华春正准备在扩大“土豆米”
的应用场景上做文章。在他看来，

“土豆米”在作为自热米饭、特医食
品等方向上都大有可为。

来源：综合潮新闻、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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