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 责编/黄运敬 美编/李思思 国内新闻11新闻热线

火，服装市场“刮”起“国潮风”

今年以来，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

“新中式”持续成为热门话题。快手电商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中式”风格商

品订单量同比增长700%。汉服品类商

品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0%。

“我们订单排到半年后，营收年复合

增长率超100%。”马面裙制作技艺非遗

传承人、“生活在左”品牌创始人林栖告

诉记者，自己从2016年起进行马面裙制

作和推广，当时一年销售仅十几件。短

短几年，企业马面裙的年销量已达到近

10万件。“市场发生很大变化。”她说，现

在，品牌的客户不仅包括拥有较高消费

能力的人群，更涵盖大量年轻人。

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宋锦，同样成

为“新中式”服装的“顶流”。

苏州上久楷丝绸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一匹匹图案精美的宋锦面料

陆续下线。企业董事长吴建华介绍，市

场需求激增，企业保持满负荷生产状态，

织机扩展到百余台。预计今年8月，一天

产能达到3000米左右。

“国风服饰的‘出圈’与传统文化的

火热紧密相关。消费者不仅为服饰买

单，更认可其所承载的美学意义和文化

价值，这是文化自信的直观表现。”中国

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杨晓东认为，国风

服装俨然成为行业的新赛道。“要抓住机

遇让国风服饰更好走进市场和生活。”

新，跨界融合解锁“流量密码”

“新中式”服装火爆背后，有产业的

新变迁。

新设计，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

今天，从历史中走来的马面裙有着

更多元的呈现：从长裙到八分裙、六分

裙，长度的变化适应更多的场合；从厚实

的毛织到轻薄的棉麻、真丝，质地的改良

符合不同季节穿着场景的需求；图案、剪

裁、色彩……正因融入越来越多的时尚

元素，马面裙有了更好的可塑性。

从旗袍到汉服，几乎每一件“爆款”

的背后，都是对传统的重新演绎。“我们

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收集了七八百种

宋锦传统纹样，研究织造工艺，在此基础

上进行创新，让其更符合现代人审美。”

吴建华说。

新科技，不断契合新需求——

面料的革新提升了“新中式”的穿着

体验。吴建华说，在通过电子提花机实现

宋锦织造工艺现代化的同时，企业还进行

了弹力宋锦等研发，提升面料的抗皱性、

显色度和舒适度，让其更适应现代穿着。

数字化的应用推动供给与需求有机

衔接。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升开发“爆款”

的效率；时装发布采取“虚拟+现实”的模

式；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让柔性制造更

普及……一系列实践正在业界展开。

稳，守住内核让“国潮”成热潮

“新中式”服装快速发展，但市面上

也存在产品良莠不齐的现象。业内人士

认为，随着产业规模扩张，更要注重提升

品质，在净化市场环境、强化产业链协同

等方面多下功夫。

“我不担心宋锦没有市场，就怕会被

做坏。”吴建华说，今年以来，市场出现不

少仿品，虽外观相似，但工艺、面料等差

别很大。企业在每块面料边上都织上品

牌符号，以抵制仿冒等行为，还将研究高

科技防伪手段，推动标准制定以及宋锦

鉴定中心的筹备成立。

“企业投入大量的精力研究产品和

技术，一经粗制滥造，大量的劣质品出

现，就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秩序，也不利于

树立对文化的正确认知。”林栖建议出台

政策推动标杆性品牌建设，同时健全相

关规范，树立品质向上的价值导向。

有专家认为，企业自身要有定力，要

稳扎稳打，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内涵，提升

面料、色彩、工艺、结构等多种研发设计

能力，从供给侧提供更多好的产品。

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联

合组织开展2024“三品”全国行活动，鼓

励地方、行业协会、电商平台等协同赋

能，支持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对接重点生

产企业，优先推送优质国潮品牌。 （据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张辛欣）

4月18日，身着汉服的游客在杭州西湖边拍照。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新中式”服装火到“出圈”

“国潮”如何变热潮？

看点一：
这些常见病正在影响学生健康

指南提出，包括近视、超重肥胖、脊

柱弯曲异常、传染病、龋齿、心理健康问

题等，是当前在学生群体中经常发生、患

病较高的疾病或健康问题，对个体健康

与社会适应产生较大影响。

安徽医科大学教授陶芳标介绍，国

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儿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1.9%，其中，小

学36.7%，初中71.4%，高中81.2%。

学生超重肥胖患病人数和患病率也

在迅速攀升，2020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

性病状况报告》显示，6至17岁学生超重

肥胖率为19%。2019年全国学生常见病

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数据显示，

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为2.8%，

脊柱弯曲异常患病率在初中、高中阶段

增长更快。此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也需要加以关注。

看点二：
“多病共防”可通过干预实现

指南首次明确学生常见病“多病共

防”的概念，即“多病中病因相同或具有共

同的风险因素时，可采取多病共防策略。”

比如日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缺

乏、静态行为、睡眠节律紊乱、夜间接触

光源刺激时间过长、营养失衡、亲子交

流缺乏等往往是学生群体近视、超重肥

胖、脊柱弯曲异常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共

同风险因素，通过增加体育锻炼和户外

活动、充足睡眠和早睡早起、规律生活、

均衡营养、加强亲子交流等，可同时预

防多种疾病或健康问题，达到多病共防

的目标。

陶芳标认为，必须要高度关注和重

视学生身心健康问题，通过综合干预和

多方协作，实施科学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将进一步提高学生常见病防控水平，全

面保障学生健康。

看点三：
构建学生常见病三级干预体系

中国疾控中心儿少/学校卫生中心

研究员宋逸介绍，指南提出要构建三级

干预体系，包括一级干预、二级干预和三

级干预。

其中，一级干预主要侧重于推广简

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创新性提

出“6个1”健康生活方式；二级干预注重早

期发现高危群体，及时发现远视储备量不

足、体重持续增加、情绪变化大的学生，加

强监测随访，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防止单一健康问题向多病共患进一步发

展；三级干预针对已出现多病共患的学

生，指导学生到专业机构确诊和治疗。

什么是“6个1”健康生活方式？陶芳

标表示，“6个1”可视作日常生活干预技

术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指导。即保障每

天体育锻炼1小时、校内和校外日间户外

活动各1小时；久坐1小时需要起身活动

10分钟；以娱乐为目的的视屏时间每天小

于1小时；三餐就餐时间相对固定，相差不

超过1小时；早睡早起，每天减少夜间接触

光源刺激1小时；每天亲子交流1小时和互

动15分钟。

看点四：
“五位一体”为学生保驾护航

多方协作在护航学生健康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南明确将动员各方力

量，共同加强健康教育。

“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

环境和科学的健康教育知识，政府和疾控

机构能够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社区

和家庭则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养成

健康的习惯。”宋逸说，为了确保多病共防

的效果，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庭

和社区等多方面的紧密协作，共同构建一

个全面而立体的防护网络。

实现多方协作，专家认为，关键在三

方面，首先要确保干预策略的执行具有连

续性和一致性，确保过程有组织；其次，必

须建立有效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实现快速

反馈干预效果，并根据反馈结果不断调整

和优化干预策略；最后，需要考虑地区间

的差异，因地制宜，使各个区域根据实际

情况落实协作模式，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

得适当的健康服务。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积极探索并实践

“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庭－社区”

五位一体的协作模式，以期积累更多具有

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顾天成）

摘掉“小眼镜”
杜绝“小胖墩”
挺直“小背脊”

——学生常见病如何“多病共防”？

学生群体的健康总是
格外牵动公众的心。近
日，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
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
南》，首次明确学生常见病
“多病共防”的概念，并提
出监测和干预措施。新华
社记者专访参与起草该指
南的疾控专家，一起来看
这份指南的要点。

宋锦马甲搭配牛仔裤，衬衫
配上马面裙，立领、云肩等元素
“走”进日常着装……这个春夏，
“新中式”服装持续走俏，成为国
内消费市场的新现象。是什么
造就了国风服饰的“流量密
码”？“国潮”如何变热潮？记者
走进一线市场、采访产业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