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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不单是年轻人的事儿，
正覆盖各个年龄段

在西安从事销售工作的张星驰已经坚持减肥三
个多月，体重从185斤成功减至165斤。“第一个月
是恢复阶段，主要是去健身房跑步，后两个月请了
私人教练系统锻炼。每天先有氧运动 10-15分钟热
身，再进行约 1小时的无氧或核心运动，最后有氧
运动 40-60 分钟。”他熟练地介绍着自己的训练计
划。

此前，他还尝试过熬夜、节食、夜跑等方法，
体重却总因难以坚持而屡屡反弹。“来来回回反复
了 3次，这次虽然减得慢，还处于减脂期，但是最
健康，无论是身材、皮肤还是精神、精力都比以前
好很多。”

“现在是全民减肥时代，无论男女，保持良好体
型的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湖南衡阳的瑜伽教练陈
欣已有 13年的从教经验，据她观察，除了年轻人，家
庭主妇、白领、企业老板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健身。

减肥不仅是年轻人的时尚，正逐步覆盖各个年
龄段居民。

有调查显示，目前减肥就诊人群中，25-35 岁
人群是减肥大军的主流，同时 41-50岁的中年人士
对爱美的追求热情不减，占比正不断上升。

“以前都着重解决温饱，要吃得好，不讲究身
材，现在观念变了，更注重健康，年纪大了也不能
任由自己发胖。”浙江宁波的王老师说。退休两
年，他每天早上坚持在小区里晨跑，晚上散步或者
游泳，老伴儿则去广场上跳舞。

儿童肥胖率的上升，也促使不少家庭认识到孩
子“要壮不要胖”。每年暑假，都是商家开展儿童
减肥业务的高峰期。

减肥不仅是女性的热门话题，更成为许多男性
的追求。“穿衣见瘦脱衣见肉”在城市中成为流
行。随时监测腰围、体脂率的电子仪器以及各种
APP已成消费新热门。

“当社会从温饱进入到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主的
阶段，健康需求、美的追求会进一步凸显，人们就
会越来越重视自我身材管理。”南开大学社会工作
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吴帆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中
国兴起的全民健身热潮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
深刻变化的反映之一。

“管理身材”热起来，是消费
社会的一种体现

多数受访者表示，减肥的目的主要有变健康、
变漂亮，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工作、生活
状态的呈现。

“胖了容易‘三高’，看看自己以前瘦的照片，
就想改变自己。”张星驰说，“当然，也是工作需
要，好的外表和健康的体态是很重要的，你能管理
好自己的身体的同时就能让别人更信任你。”

回忆起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张星驰坦言，最初
被饿醒的抓狂感尤其痛苦，只有慢慢等身体逐渐适
应调整。如今，除了工作和无法避免的应酬聚会，
剩下的时间他都用来健身和看书，尽量少打游戏、
玩手机。“自律使我开心，减肥真的堪比整容，各
方面提升了太多。”

在陈欣看来，减肥健身贵在坚持，而坚持不易。
“健身枯燥又辛苦，很多人刚开始就放弃了。为了晨
跑就没法睡懒觉，为了控制饮食就没法肆意吃喝，这
都是非常锻炼毅力的。当你能坚持一件非常辛苦的
事时，性格能得到磨练，行为能得到规范，注意力更
加集中，未来也能够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

随着身材管理的重要性的提升，人们也更舍得
加大投资。不久前，人民网、时尚健康联合微博数
据管理部用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网民减肥心理
白皮书》显示，减肥人群人均开销1398元，男性平
均开销1435元，略高于女性。

有专家指出，瘦身成时尚，是中国向消费社会
迈进的一种体现。在消费升级背景下，饮食不再是
为了吃饱，甚至也不是单纯地吃好，而是成为一种
体验、社交、健康的消费方式。同时，好身材通常
被认为代表着“自律”“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钱有
时间健身”，既而在社会交往中占有一定优势。于
是，减肥逐步被越来越多人追求，并带动了减肥产
业及相关运动、餐饮产业等等。吴帆介绍，从目前
的状况来看，需付费的健身减肥更多体现在城市里
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一方面，对于城市的金
领、白领而言，工作压力大，缺乏自由支配时间，
选择付费场地进行健身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锻炼方
式；另一方面，城市也出现了不少付费的健身场
所，并提供了丰富的健身内容和训练项目满足消费
者差异化的健身需求。”

“胖子压力大”，倡导健康莫
成对肥胖者的歧视

减肥成时尚，这一现象的另一面，是“胖子压
力大”。许多体型偏胖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普遍感
受到这种压力，直言“社会对胖子不太友好”。

上个月，北京姑娘芝芝把自己的网名设为“不
瘦到 94 斤不改名”以激励自己。由于肉脸加骨架
大，身高163厘米的她即使不到100斤，还是觉得自
己显胖，反反复复减肥已无数次。

“大一假期那会儿快120斤，全家人都说我胖不
让我吃，但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芝芝坦言，直
到追求了她两年的男生嫌她胖放弃了，才狠狠打击
到她。“真的被气到了才第一次下决心减肥。不过也
谢谢他，减肥让我更自律自信，现在这样挺好的。”

说到减肥带来的改变，她笑言，“现在走在路上
有了回头率，以前胖的时候拎再多行李，从来没人帮
我，现在就不会。”在她看来，“减肥”是一个正能量词
汇，督促大家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当你瘦了一点
就能感受到世界的善意，你就更有变好的动力。”

“胖子求职更难”“在学校被人嘲笑”“别人总
觉得你缺少自制力”“其实胖还是瘦有先天因素，
但外界会认为是胖子不够自律”……采访中，不少
减肥大军中的一员这样表达自己的烦恼。

专家指出，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对健身的认识误
区，一味追求减肥，用瘦来定义成功人生，则不可
取。《2018 网民减肥心理白皮书》 显示，许多渴望
变瘦的人群有一个不合理信念，即“只有瘦下来，
变漂亮了，才能去更多社交，去追求爱情和事
业”，而在社交、事业、人际关系上的不如意都绝
对化归因于肥胖。专家建议，不要靠贬低去促进减
肥，尤其不要把胖和人生输赢联系起来。

“如果仅以是否肥胖作为当事人获取机会和资
源的标准，就构成了肥胖者歧视，且对他们产生了
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应以合理的
生活方式、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作为健康生活
的主要内容。”吴帆建议，一方面，全社会应该提
倡健康生活，营造全民健身的氛围，更大范围地为
人们提供更多的免费健身设施和场地，满足人们差
异化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应摒弃对肥胖者的歧
视，在升学、就业和择偶等方面，不能以肥胖作为
给予资源和机会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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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人们追求更有品质的生活，“管理身材”热起来——

减肥渐成全民时尚
仇 辰

“不吃了，在减肥”“不约了，正
在瘦身”——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
高和健康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注重体型，用各种方法告别身上
的赘肉。健身减肥、医疗瘦身、“轻
食”减肥，减肥也成了不少商家的热
门生意。专家表示，如今兴起的全民
减肥瘦身热潮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
时期深刻变化的反映，应倡导合理的
健康生活，正确看待肥胖。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改革开放 40年以来，我国城市人口快速
增多，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居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升，城市群正在构建中国
经济“新版图”。

中国崛起世界级城市群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市数量从1978
年末的 193 个增长到 2017 年末的 661 个，
增长 2.4 倍。按户籍人口规模划分，2017
年末，5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 16 个，
而 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个；300万-500
万人口的城市达到 25 个，而 1978 年末只
有 3 个；50 万-300 万人口的城市达到 271
个，1978年末有60个；50万人口以下的城
市达到349个，1978年末有129个。

区域分布更加均衡。2017 年末，我
国东部地区城市有 212 个，比 1978 年末
增加 160 个，增长 3.1 倍；中部地区城市
有 170 个，增加 114 个，增长 2.0 倍；西
部地区城市有190个，增加135个，增长
2.5 倍；东北地区城市有 89 个，增加 59
个，增长2.0倍。城市的空间布局不断优
化。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2011 年
以来增加的 11 个地级市中，有 9 个位于
西部地区。

传统的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
济过渡，城市群不断发展壮大。进入新
世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
冀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发展速
度快，引领作用强，集聚效应明显，逐
渐发展为世界级的城市群。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城市群建设
工作，城市群发展进入新阶段。目前，
国家已批复长江中游、哈长和成渝等9个
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抱团”发展成为我
国城市发展新潮流，城市群正在构建中
国经济“新版图”。

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
GDP八成多

城市经济总量大幅度增加，成为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报告显示，1988 年，全国城市地区
生产总值只有 7025 亿元，占全国的一半
左右。到 2016 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国的比重超过 80%。其中，仅地级以
上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就达 466682 亿元，
占全国的 62.7%。城市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效益全面提高。
1978年末，城市各类工业企业只有83250个，全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利润477亿元。到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有
174718 个，全年利润总额达 34400 亿元。各类所有制企业蓬勃发展，
私营企业表现最为突出。2016年末，地级以上城市规模以上私营工业
企业有86554个，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49.5%。城市财政实力明显增
强。1978年，全部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只有584亿元。到2016年，地级
以上城市公共财政收入达53364亿元。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城市市场呈现一派
繁荣兴旺景象。1978 年，全部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只有 449 亿元。到
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达212164亿元，地级以上城市年末限
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达到12万个。

32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生活更
加便利。

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公共交通建设成就卓著，轨道交通建
设突飞猛进，传统公共交通和智能交通融合发展。1978 年末，我国
仅北京有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 23.6 公里。到 2017 年末，有 32 个城
市开通了轨道交通，车站 3040 个，运营线路达 149 条，运营线路总
长度达 4484 公里。随着网络强国战略的实施，信息网络迅猛发展，
网络覆盖率迅速提升，提速降费改革持续推进，“互联网+”广泛融
入各行各业。

生态建设持续加强，环境保护投入不断增加，环境治理力度持续
加大。2016 年，地级以上城市节能环保支出达到 2192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983亿元，增长81.3%；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3.4%，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率96.6%。

人居环境更加优美。2016年末，我国城市公园绿地面积65.4万公顷，
而1981年末只有2.2万公顷。城市的市容市貌更加干净、整洁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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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进入合规运营竞争时代
唐 京

9月24日，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
龙脊镇小寨村举行“晒秋”活动，当
地瑶族妇女同胞在吊脚楼前晾晒辣
椒、玉米等农作物，呈现了一幅幅色
彩斑斓的美丽图景。

潘志祥摄 （人民视觉）

瑶寨“晒秋”多美丽

自 9 月 5 日起，交通运输部牵头，10 部门联合，组
织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开展为期
半个月的进驻式全面检查。这是自国家交通运输部等 7
部委联合颁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出台以来，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就在几
天前，《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 正式实施，治
理内容涵盖了目前所有的非法客运行为，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这意味着网约车行业必须尊
重市场规律、创新运营方法、实现高效监管，网约车市
场也由此正式进入合规运营的竞争时代。《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以来，美团、高德
还有日前通过北京市 7部门联审认定的搜谷，纷纷布局
网约车市场，竞争格局日渐清晰。

安全可控是网约车平台运营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多
个网约车平台无法“三证”齐全运营的痛点，集中体现
在“三证”之一的网约车运输证上面。按照《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车辆必须安装
专用的网约车车载设备，才能办理运输证。对此，各城
市均给出了车载设备的要求，比如北京市规定“应当加
装符合国家和本市相关规定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
报警装置，并经本市公安部门审验合格”；郑州市则明确
了车载设备的详细标准，只要网约车运营车辆安装了在
交通部门备案的网约车车载设备，就可以办理运输证。

网约车车载视频数据，司机注册的银行卡号、密
码、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以及平台、车辆运营

数据等，都涉及司机隐私和平台的利益。因此，对于网
约车平台来说，数据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也就是说，合
规合法的车载设备尤为重要。

北京搜谷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开始自主研发网约车
专用车载终端设备，并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长期
使用出租车安装测试，目前可以根据车型定制、量产；
在此基础上搭建的搜谷网约车政务监管平台使得监管部
门无差别共享平台数据，实现了搜谷网约车平台运营、
车辆、司机、乘客四位一体接受政府实时监管，为政府
可控的网约车运营及巡游出租车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
新方案。

搜谷网约车政务监管平台的报警系统分为乘客端和
司机端，如果乘客或司机发出紧急信号，周边司机的搜
谷系统会自动定位并给出导航路线，提示追踪报警车
辆。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拥有搜谷网约车政务监管平台的
接警和处置权限，实时掌握所有搜谷网约车和司机的信
息，可开启监管视频与司机和乘客对话，定向拍照，截
取音视频资料。

从整个网约车市场来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顺应了网约车健康有序发展的
内在要求，彰显了企业、市场和政府权责共担的发展意
识。随着越来越多网约车平台“三证”齐全运营，网约
车市场将逐步进入一个合规竞争的时代。司机职业化、
车辆定制化、平台安全可控化，这有望带给人们安全、
高效、便捷的智能出行体验，也带给经营平台持续营
利、基业常青的营商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