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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早在《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就提到，我国单
身人口总数已达2.4亿，
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
独居状态，而据民政部数
据显示，在2021年，这一
数字接近1亿人。

庞大的单身群体，催
生出了更多符合单身群
体消费的市场，单身经济
得以蓬勃发展。

“单身族群”催生消费新业态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高亚菲

随着城市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
式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结构，年轻人在大城
市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趋势，正悄悄地发生着
变化。

眼下，单身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文
化社会现象。吃外卖、养宠物、花钱为悦
己……年轻的单身群体已经聚合成一股
庞大的消费新势力，并催生出新的消费观
和新的消费业态。

正处在两次单身潮节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早在《中国统计

年鉴2017》中就提到，我国单身人口总数已
达2.4亿，有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
态，而据民政部数据显示，在2021年，这一
数字将接近1亿人。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
主任陶金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次单
身潮和第五次单身潮的节点。第四次单身
潮，更多由于男女比例的失调、年轻人口的
减少引发的。再过几年，由于这些年轻人受
到了好的教育，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很多想
法发生了转变，就会过渡到第五次单身潮。”

而庞大的单身群体，也催生出了更多符
合单身群体消费的市场。一方面得益于社
会发展水平的进步，国民经济收入不断提
高；另一方面得益于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低压”心态，单身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单身经济”成为新的“风口”
刘萌（化名）是一家北京民营企业的白

领，月薪在七八千元。除房租、日常吃喝之
外，每月还要在健身和购物上有所开销。回
忆起每个月的支出，刘萌说：“一个人过也没

太多负担，下班和周末就想犒劳自己。吃吃
喝喝再看几场电影，聚会几次，一个月的薪
水就花光了。”

单身族群由于没有家庭压力和负担，很
多人储蓄意识淡漠，没有存钱的习惯。

尼尔森数据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
者毫不吝啬地为“悦己”消费，包括：房租、化
妆品、宠物、衣服、吃饭、娱乐……

以饮食这一日常需求来说，大量的单身
人口成就了万亿级的单身经济，不仅成为重
要经济增长点，也为市场带来了商机。在这

一基本需求上的体现，便是“一人食”场景逐
渐成了新常态。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一线城市的单身
群体已经有超四成是“月光族”，这一占比在
四五线城市中更是高达76%。

事实上，单身经济早已经展现出其消费
潜力。天猫发布的《2019-2020国民味道》
数据报告指出，一人食、健身餐、滋补品、原
产地、跨界品和懒人速食将成为2020年六
大年度美食趋势。其中，2019年“一人食”
的商品销量在天猫同比上涨30%。

可以确定的是，单身经济直接刺激了消
费观念的更新换代，丰富了消费市场，更促
生了诸多新消费业态。

随着单身经济火起来的还有宠物行
业。数据显示国内“80后”“90后”养宠物
人群占比70%，其中单身饲养者居多。宠
物正在成为都市人群的重要精神寄托。
宠物食品、宠物医院、宠物美容、宠物用品
等也成为人们乐于消费，热烈讨论的热门
话题。

单身经济对整个经济拉动
影响将会增强

目前，我国单身经济的消费群体规模
庞大。对此，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
策系主任、教授吴帆认为，单身经济的出
现和发展是经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不仅可以满足单身群体日益增长的物
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拉动需求、促进经济
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且是一种新的消
费文化的崛起。由于单身群体规模的迅
速扩大、单身人士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
单身人士较高的消费倾向，就需求方而
言，单身经济对整个经济的拉动影响将会
持续增强。

当前，对于单身经济的认识和判断也有
不同观点。有专家认为单身经济虽然充满
活力，但是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单身人士如果过于执着自我享受，就会导致

“冲动型消费”，长期陷入入不敷出的无节制
消费。也有专业人士认为，就个人而言，单
身经济并没有达到规模效应，因而存在资源
闲置和浪费的现象。这些问题是单身经济
发展需要注意的问题。

□ 新华社记者 胡喆

7月12日，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
程中心在京举行嫦娥五号任务第一批月球
科研样品发放仪式，标志着月球样品科学
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经审核，来自13所科
研机构的31份申请获得通过，样品发放总
量共17.4764克。

在嫦娥五号任务月球样品正式移交地
面应用系统后，地面应用系统对月球样品
开展了容器解封、样品处理、存储、制备、基
础分析、描述及建库等工作。那么，嫦娥五
号带回的月球“土特产”到底怎么分？又将
如何用？

将对月球与行星演化、行星
宜居性等方面产生新认识

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国阿波罗样品已经
研究了50多年，中国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
务获取的月球样品是人类从月球获取到的
最新月球样品，科研价值巨大。

在北京接到了珍贵的科研月球样品，中
山大学大气学院空间与行星科学系行星地
质科学研究团组带头人肖智勇副教授十分
激动。他告诉记者，样品接收回去后，在以
往研究基础上，中大团队将着重瞄准月球撞
击过程和撞击历史开展样品分析研究，接下
来对样品进行精细的地球化学研究。

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主任、中科院院
士朱日祥表示，对嫦娥五号样品的科学研
究主要会有三方面进展：一是培养人才。
过去，中国科学家基本拿不到阿波罗月球
样品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
研究队伍了；二是采样区是经过大量研究
与论证的，有可能对月球演化的动力学过
程有突破性认识；三是对我国后续月球与
深空探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通过申请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月球
火山活动年龄、月球演化过程等方面。”朱
日祥介绍，嫦娥五号样品与过去人类获得
的月球样品不同，通过对嫦娥五号月球样
品的研究，将对月球与行星演化、行星宜居
性等方面产生新的认识。

31份申请获通过 正制定
国际合作相关规则

此前，国家航天局发布了《月球样品管理办法》，规范月球
样品的保存、管理和使用，以发挥其科研价值与社会效益。为
了实现“早出成果，出好成果”的目标，按照《月球样品管理办
法》，抓紧筹建了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裴照宇介绍，综
合考虑专业、学术成就等因素，经过广泛沟通和充分酝酿，聘
任9名专家组成第一届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

国家航天局还制定了《月球样品专家委员会章程》，明确
了专家委员会职责和工作程序。随后，第一批月球样品信息
在中国探月与深空探测网上线发布，并开始受理借用申请。

至申请受理截止日，共收到来自教育部、工信部、自然资
源部、中科院、核工业集团、航天科技集团等方面的23家科研
机构的37名使用责任人提出的85份申请。经审核，来自13
所科研机构的31份申请获得通过，发放总量共17.4764克。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国外科研机构提交的正式申请。月
球样品的管理和使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参加的相关
国际公约。国家航天局鼓励开展月球样品的国际联合研究，
国外科学家可以通过加入国内科研团队等方式共同开展样品
研究工作。国家航天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月球样品国际
合作相关规则，报中央批准后实施。”裴照宇说。

火星采样、小行星采样已列入长期规划
嫦娥五号共取回了1731克月壤，弥足珍贵。据悉，各科

研单位将在开展研究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护样品的原始性
和安全性，最大限度减少研究带来的样品损耗，严格按照申请
书上的研究方案开展工作，做好研究全过程的详细记录。

针对样品处理过程中存在的损耗问题，探月工程三期副
总师、地面应用系统总师李春来告诉记者，由于月壤颗粒非常
细，也容易带电，极易吸附在接触样品的处理工具上，因此我
们在处理样品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直接接触样品的工具类型，
并对接触过样品的工具进行样品回收处理。

“但是，在光片的制备过程中，由于需要将月壤颗粒磨出
一个平面来进行微区分析，因此磨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
成光片上颗粒样品极微量的磨损。”李春来说。

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表示，这次
是我们第一批月球科研样品的发放，未来还会按计划、按程序
不断有新的样品公布和发放，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
加入月球样品的研究。同时，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
进国际合作，联合国外科学家共同参与月球样品的科学研究，
在合作中实现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未来，嫦娥六号还要完成月球采样返回，火星采样、小行
星采样已列入长期规划。从工程管理到科学研究，我们要在
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工作方式，使月球样品研究产
出更多成果，取得更多科学发现。”刘继忠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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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美国童子军协会日前与约6万名曾遭性
侵的前童子军成员的代表团体达成总额8.5
亿美元的赔偿协议。这起美国迄今最大的性
侵丑闻让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自身糟糕
的儿童人权状况暴露在世人面前。受虐待、
当童工、陷贫困……种种事实让人不禁要问：
美国儿童的权利谁来维护？

虐童问题触目惊心
童子军协会性侵丑闻只是美国儿童受

虐问题的冰山一角。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
部下属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局2019年发布的
《虐待儿童报告》显示，2017财年收到的虐
待儿童报案共涉及350万名儿童，比上期报
告发布的2013财年增长10%；经调查确定
为虐待受害者的儿童有约 67.4 万人，比
2013 财年增长 2.7%，其中 1720 名儿童死
亡；受虐儿童中遭到身体虐待的占18.3%，
遭到性虐待的占8.6%。

美国近年来曝出多起重大虐童丑闻。美

国边境执法部门对非法移民儿童的虐待等案
例，更是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从2018年4
月开始，美国执法部门强行将抓获的拉美国
家非法移民与其未成年子女分别安置，导致
大量儿童被迫与亲人“骨肉分离”。由于移民
拘留中心脏乱拥挤、缺医少食，被拘押的非法
移民儿童生存环境恶劣，部分人患病死亡。

时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
侯赛因在2018年6月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指
出，美国的“骨肉分离”政策可能构成“获得
政府批准的虐待儿童行为”。尽管美国政
府后来因各方强烈反对而终止了这一政
策，但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6月公布的数据
显示，在2017年7月至2021年1月间遭分
离的3913名儿童中，仍有2127名儿童没有
与父母团聚。

童工问题备受诟病
童工问题是美国在儿童权利方面备受诟

病的另一严重问题。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
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使用童
工现象在美国普遍存在。据美国官方统计，

2019年美执法人员查处的违反《公平劳动标
准法》的童工案件达858宗，在危险职业场所
工作的未成年人达544名。

在美国众多童工中，农业领域童工的生
存状况最为堪忧。根据相关报告，美国约有
50万名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孩子从8岁
开始工作，每周工作时长达72小时，每天劳
作10小时以上也不鲜见。这些农场童工长
期暴露在危险之中，经常接触农药等化学品，
需要操作锋利的工具和沉重的机械，其中多
数人缺乏必要培训和保护措施。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3至2016年间，美国共有452名童工死
亡，其中237人来自农场，占比超过一半。
美国农场童工的恶劣境况已引发国际社会
关切。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实施与建议专家
委员会多年来不断就美国童工问题发表评
论，多次对美国农场出现大量童工严重工
伤事故表达关切。

儿童贫困堪称“耻辱”
美国的儿童贫困问题是发达国家中最严

重的之一。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发布的
2021年版“美国儿童现状报告”显示，2019
年，美国约有1050万名贫困儿童，占儿童总
数的14.4%，相当于平均每7名儿童中就有
一人生活在贫困中。71%的贫困儿童为有色
人种，6岁以下贫困儿童多达360万人，其中
160万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报告还指出，儿
童贫困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恶化。

美国福布斯新闻网去年5月报道说，调
查显示，大量美国儿童在疫情中面临饥
饿。截至2020年4月底，在有12岁以下儿
童的美国家庭中，面临食品危机的比例高
达五分之二。

贫富差距悬殊、种族不平等现象严重等
社会问题是美国儿童贫困率较高的主要原
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以发达国家
为主的37个国家的调查统计，美国17岁及
以下儿童的贫困率排名第五，高于其他发达
国家，甚至高于少数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儿童贫困问题却如
此严重，以至于美国儿童保护基金会将其称
为“我们国家最大的道德耻辱”。

受虐、童工、贫困，美国儿童权利谁来维护？

“如果可以，我想跳过离别的这两天。”徐晓婵在朋友圈表达她即将结束驻村工作的感
受，言语间透着难受和不舍。

徐晓婵、张建明分别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
医生。2019年，夫妻俩报名参加了安徽省“健康脱贫 百医驻村”行动，带着刚满7岁的女儿
张清语来到黄山市休宁县璜尖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驻村生活。

徐晓婵、张建明的到来填补了清溪村和徐家村没有村医的空白，承担起两个偏远山村居
民的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两年间，徐晓婵、张建明在村里建立起标准化的卫生室，定
期上门入户巡诊。同时还为村卫生室培养了后续接班人。

驻村期间，徐晓婵获评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徐晓婵、张建明一起当选“安徽好人”，
他们家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家庭”。女儿张清语生活学习在大山里，结交了很多好朋友，青山
绿水成为她快乐成长的第二课堂。“璜尖就像我们另一个家，我们会一直关注这里的发展，常
回来看看。”徐晓婵说。 新华社记者 周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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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语张清语（（右一右一））在村里与自己的好朋友交流在村里与自己的好朋友交流。。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韩亚聪 发自北京 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7月12日从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北京
2021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全部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
及落户办理阶段。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实行同分
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45人拟获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
分值为100.88分。经公示无异议的，可在2021年7月20日至
2023年12月31日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市常住户口。

据介绍，此次面向社会公示的落户人员特点具体表现在
三方面：一是在京稳定工作时间较长。公示人员平均在京工
作时间为16年。二是年龄跨度较大，中青年占主体。公示人
员从31岁到57岁都有，96.9%在45岁以下，平均年龄40.5
岁。三是覆盖领域广。公示人员来自4447家单位，覆盖现有
行业分类的近八成。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及文化产业工
作人员占比达到56.4%，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人员占比37%。

据悉，今年公示阶段，将继续公示年度总积分以及9项具体
指标分值，便于社会监督。如对公示人员有异议，可以在公示期
内向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实名书面反映。经相关
部门查证属实的，将依据《北京市积分落户操作管理细则》取消
申请人当年及以后5年内的积分落户申请资格；对用人单位协
助提供虚假材料的，当年及以后5年内不受理其积分落户申请
事项。申请人及用人单位的严重失信信息将纳入北京市公共信
用信息服务平台。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前期，
已通报处理了3批共20名弄虚作假人员。近日，又查明7名申
请人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已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