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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株碧绿的香蕉在网络上走
红。香蕉上挂着“禁止蕉绿”的标签，成为
不少年轻人调节心情的新宠。从谐音“动
感光菠”的菠萝到寓意“禁止焦虑”的整
株香蕉，“谐音梗”的鲜切水果，凭借其搞
笑的名字和内涵迅速在年轻群体中走
红。

不久前，市民孙雨桐购买了一株绿色
香蕉养在了花瓶里。“看着香蕉一点点变
黄，我每天都很期待它什么时候能成熟，
这株香蕉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孙雨
桐说。

摇身一变
水果成解压“绿植”

前段时间，孙雨桐在微信朋友圈内看
到，有好友发图晒自己养了一株绿色的香
蕉。香蕉上挂着“禁止蕉绿”“不蕉绿”的标
签。绿色的香蕉谐音焦虑。随着香蕉逐渐
变黄，“蕉绿”消失，寓意着没有焦虑。

出于好奇，孙雨桐跟风也网购了一株
“禁止蕉绿”。“禁止蕉绿”其实是株连杆的
小米蕉，高度大多在35厘米左右。每株香
蕉上挂着3串到5串香蕉，香蕉颜色碧绿，
还未成熟。孙雨桐网购香蕉时，店家告诉
她，香蕉养护十分简单，只需要水培就可
以，成熟后也可以食用。

“这比摆放装饰品更有意思，绿油油
的颜色看着也赏心悦目。”孙雨桐说，有时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着这一个个胖嘟嘟
的绿色香蕉，情绪也缓和了不少。香蕉养
了 10天左右开始逐渐成熟，颜色也渐渐
变黄。孙雨桐摘了一个成熟的香蕉尝了

尝，“味道有点淡，但跟平时吃的香蕉味道
差不多。”孙雨桐说。

“跟普通的绿植相比，我的绿植更引
人注目。”市民崔浩在网购平台上购买了
一株香蕉和一个菠萝，放在办公室养。绿
植摆放在办公室里后，立马就吸引了同
事们的关注，不少同事每天都会来看一
下他的“禁止蕉绿”和“动感光菠”。香蕉
和菠萝只需要水培，养护很简单。“香蕉
的绿色和菠萝的淡淡果香味，让心情变
得轻松了不少。”崔浩说，他的“绿植”不
但可以观赏，成熟了之后，还能品尝，可
谓一举两得。

线上热销
“谐音梗”水果受追捧

在某购物平台，记者以“禁止蕉绿”为
关键词搜索看到，“禁止蕉绿”的香蕉根据
不同规格，价格从20多元到40多元不等，
有的商店销量高达 20多万件。记者随机
打开一个商品链接，评价区里很多买家评
价“禁止蕉绿”既好看，又能调节疲惫的心
情。此外，还有不少买家评论看着香蕉一
天天变黄，感觉很有成就感。

除此之外，颇具幽默元素的“动感光
菠”最高销量也有 1万多件。不少商家都
注明鲜切现发，还会赠送各种装饰卡片。

“动感光菠”的价格在 20元左右，与线下
购买的普通菠萝相比，价格略高。

一家“蕉绿”销量高达2000多件的商
家告诉记者，往年也销售过鲜切水果，但销
量并不高。今年很多顾客都在网上咨询购
买鲜切水果。“4月份以来，每天都有很多顾
客咨询鲜切水果如何护理。”商家回复道。

线上鲜切水果销售火爆，线下销售如
何呢？日前，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水果店了
解到，水果店内售卖的香蕉大多是按把，菠
萝则以个为主。不少店员表示，目前店内并
没有销售水培的水果。“鲜切水果主要是以
观赏为主，食用口感会差点。”永安南大道
上一家水果店的店员表示。

正面引导
美好寓意缓解压力

“‘谐音梗’的水果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心
理安慰的作用。”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于丽
丽表示，目前，不少年轻人的生活节奏比较
快，而“谐音梗”产品出现后，人们除了图新
鲜买单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趣味性和娱
乐性。“谐音梗”的水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
解人们紧张的情绪。除此之外，“谐音梗”水果
往往还带有美好的寓意，除了增添趣味性，
在语言表达上起到了一个正向的引导。

“现代年轻人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有
美好寓意的‘谐音梗’产品，会有一种正面的心
理暗示作用，能够满足人们的情绪价值，给人
们提供一定的心理慰藉。”于丽丽介绍说。

有内涵又幽默的名字让不少人忍不住下单——

“谐音梗”水果受年轻人追捧
本报记者 彭爱 摄影报道

造型奇特的“章鱼软糖”、3 米长的
“拔丝辣条”、外形精致的“萝卜刀巧克
力”……如今，儿童零食的短视频经常出
现在各类短视频平台，吸引了不少儿童和
家长的目光。不少人买回这些零食却发
现，它们的口味非常一般，而且没有标明
生产厂商和日期。

高颜值零食走红
“中看不中吃”

“我儿子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些很奇葩
的零食，非要缠着我给他买，说他的同学
也买过。”市民何女士告诉记者，她在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一种名曰“蜡瓶糖”的零食，
就是五颜六色的糖果被做成卡通形状。

“一口就爆浆了，特别过瘾！”一名女主播
一边介绍一边现场试吃，介绍说现在搞活
动“买三赠一”，吸引了不少网友点赞评
论。拗不过儿子，她便网购了四盒“蜡瓶
糖”。“到货后我拆开一盒尝了一块，感觉
像嚼口香糖一样，而且也比较硬，不太好
吃。”何女士说，她的儿子也不爱吃，后来
就当玩具摆着玩儿了。

市民李女士也有一样的网购经历。前
些天，她和女儿刷短视频时看到一名主播
在推荐“手偶巧克力”，有各种样式，包括
最近比较火爆的“萝卜刀”巧克力。主播一
边推荐，一边介绍着这种巧克力的制作方
法。觉得挺有意思，李女士便买了两盒。谁
知这种巧克力的口感却让她和女儿“倒苦
水”，甜度太高没有奶油味儿，于是吃了两
块就丢到了一边。

记者又采访了其他几名曾经网购网红
零食的市民。他们表示，之所以买这些网红
零食，只因为它们大多被贴上了“亲子”“卡
通”的标签，而且有很多好的网评，但是这
些零食的口感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找不到生产日期
“三无产品”令人担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这些网红零食
“甜蜜火辣”的诱惑背后，也存在着不少问
题。以“章鱼软糖”和“蜡瓶糖”为例，网上
售价不一，“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记者在一家网购平台上看到，几个商

家的“蜡瓶糖”均带着“网红同款”“儿童食
用”等标签。在不少直播间、网店的“章鱼
软糖”销量达到了几十万单。市民齐女士
向记者展示了她在不同平台购买的几包

“蜡瓶糖”。记者看到，这类零食虽然包装
精美，但生产厂商、执行标准等信息都不
完全，有的甚至连配料表都没有。一些“章
鱼软糖”则印着“纯手作”的字样，但是产
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一概没有。

记者还在南川老街附近的夜市上看
到有售卖网红食品的摊位。不少小学生都
在围观、购买。“‘蜡瓶糖’制作挺简单的，网
上也有不少教程。”在家待业的小李就借
着“蜡瓶糖”热销的潮流，摆起了手作“蜡
瓶糖”的摊位。“买了原材料和一些卡通模

具，一共花了200多元，在家操作也挺方便
的。”小李告诉记者，她一天就做出了300
多块“蜡瓶糖”，包上包装带到夜市上摆
摊，售价5元一块，不少小朋友都很喜欢。

当记者问及“蜡瓶糖”的原材料质量
和保质期等问题时，小李含糊地表示，她
买的原材料不便宜，质量应该没问题。天
气热了果酱会过期，冷藏条件下应该没啥
事，但常温可能不太行。

家长应抵住“诱惑”
加强监管是关键

在我市一家食品企业工作的国家一级
营养师代丽丽提醒大家，对于一些网红零
食，还是要避免盲目跟风。目前对于一些网
红零食也没有相关质量标准和调查数据，
很难说具体会对健康造成哪些影响，但这
些零食的原材料质量是否合格，也令人生
疑，网红零食生产和销售亟待规范监管。

在运河区从事教学工作的李丽表示，
一些网红零食抓住了孩子猎奇的心理，然
而孩子并不能判断零食的好坏，这时需要
家长进行合理的干预，挑选安全、干净的
食品，抵住网红零食的“甜蜜诱惑”，为孩
子的健康护航。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人通过直播、广
告等方式宣传零食产品。这些食品中有一
些没有详细的配料组成，也没有风险提
示，基本上属于‘三无’产品。”代丽丽表示，
网络零食的监管应当是未来的核心与重
点。此外对于手作零食，也应有线上线下
监管机制，不能任其游离在“监管之外”。

短视频平台的一些奇葩零食，凭借“高颜值”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眼球，然而

这些食品大多没有标明配料表和生产厂商——

网红零食的“甜蜜诱惑”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禁止蕉绿禁止蕉绿””给年轻人减压给年轻人减压

网红零食让孩子们欲罢不能网红零食让孩子们欲罢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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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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