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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蕉绿”成团宠

当汪杰将一株十多斤的“禁止蕉绿”摆放在工位
时，迅速引来了同事的围观，短短几分钟，香蕉就被“认
领”完毕。

作为一名“00后”，汪杰总是对新鲜事物格外关
注。不久前他偶然在网上注意到“禁止蕉绿”，出于好
奇忍不住下了单。这盆绿植出现在办公桌的当天，便
成为团宠。

“同事们空闲时都会特意来观察生长进度，看看是
否成熟。”汪杰告诉记者，“除了期待入口的美味外，‘蕉
绿’还与焦虑谐音，吃掉香蕉寓意着将‘焦虑’吞下，让
工作的压力在不经意间被消化。”

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绿植，主要为带秆小米蕉或苹
果蕉，只需插在水瓶里，等待三五天就能熟透。这种原
本随处可见的水果，因为谐音梗备受打工人追捧。

“香蕉必须是整株，而且得是绿色的，要的就是‘禁
止蕉绿’的寓意。”同样刚在工位上摆放了一盆香蕉树
的重庆“95后”可可表示，原本初来新公司的她购买香
蕉只是用于自我观赏，但这盆植物却在无意间帮她拉
拢了和同事的关系。

可可告诉记者，看到她桌上的香蕉后，不少同事在
各个香蕉上写下名字，还不乏有人许下愿望，活生生地
将香蕉“玩”成了许愿树，自己也实现了“香蕉社交”。

年轻人中走红，让“禁止蕉绿”迅速成为网络热门
话题。记者搜索发现，微博上与其相关的话题阅读量
已超过117.5万次，抖音上该话题视频播放量更是达
1.1亿次。而小红书中关于“禁止蕉绿香蕉”的种草笔
记，同样也积累到1万多篇。

“相较之前的花草绿植，‘禁止蕉绿’这类带有谐音
梗的水果所带来的好彩头，正切准了当下年轻人消费
命门。”在快销行业工作多年的姜凌坦言，“禁止蕉绿”
作为当下火热的情绪水果，能帮助长时间处于快节奏
状态而产生焦虑情绪的年轻人找到情感宣泄口，“无论
是等待过程还是享用香蕉时，都能得到工作之余的闲
暇时光，进而让其得到松弛感和‘解决焦虑’后的积极
情绪。”

噱头带火苹果蕉

年轻人的追捧，催生“禁止蕉绿”的热卖。
近日，记者在杭州多家水果店走访时注意到，不少

门店都推出了类似商品。
一家水果店的显眼位置摆放着多盆由小米蕉或苹

果蕉组成的香蕉树，货架上悬挂着“禁止蕉绿”“焦虑不
值钱”等广告语，不少年轻人正在店内挑选。

“这是我们刚到的一批苹果蕉，每株都有20多根，
口感绝对有保障。”一位店员热情地介绍称，早前市场
更倾向于购买金橘、佛手等土培的挂果盆
栽，而自3月开始年轻人购买趋势发
生转变，“店铺从4月初开始进货，
每株售价约为60元。短短一个
多月已经售出了近百单。”

而在电商平台上，多家店铺
开始趁势销售起“蕉绿”。

记者在淘宝以“禁止蕉绿”
为关键词搜索看到，约上千家
商铺销售，这些香蕉树每串重5
斤到10斤，售价也根据重量、蕉
片量等从30元至近百元不等。值得
注意的是，这些商家近段时间销量
明显上升，其中一家仅一个月销售
量就达3万单。

同样在拼多多上，记者注意
到多个商家销量达数十万斤。据其
公开数据，“禁止蕉绿”搜索量环比上
涨70%、订单量上涨约30%，且仍保持
着持续上涨的趋势。

“近段时间前来咨询下单的客户确实
较多，每天都会发出近千单香蕉。”广西商家老杜
表示，“购买这些商品主要以年轻人居多，基本都是摆
放在办公室。”

老杜告诉记者，自己在广西经营着一家水果上游
供货商企业，日常工作除了开店自营，还会到产地采收
农产品，再供货给其他电商同行和批发市场。

“通常常规片状苹果蕉的批发价在每斤4元上
下，而终端市场售价则约为9元。但做成‘蕉绿’后，
尽管价格通常也在这个区间，但实际上用于水培的
枝干也被计入重量当中。对于经销商而言，自然利
润更高。”老杜说，“往年货量都维持在300万吨左
右，而今年随着‘蕉绿’的意外爆红，预计总量可能
达500万吨。”

在福建漳州种植苹果蕉的农户张鹏也表示，“蕉
绿”热度持续走高，不但让市场中涌现出众多渴望从中
分羹的种植商和供应商，也让自己和同行早早进入忙
碌模式。如今他几乎每天都要发出上千株单带秆的苹
果蕉，“除了工厂的十多名工人，还把全家都发动起来
打包发货，水都来不及喝上一口。”

在张鹏看来，尽管以“蕉绿”形态出售的苹果蕉销
量只占总销量的1/3，但其在年轻群体中的走红，无疑
提高了整个香蕉品类的热度。

继盲盒、刮刮乐之后，年轻群体中又刮
起一股“蕉绿”的风潮。

近段时间，不少城市的办公室里仿佛
都多出了一株寓意着“消除焦虑”的水培香
蕉。这些被年轻人亲昵地称为“办公搭子”
的水果，正占据工位间、办公桌的C位。

“不可否认，情绪价值正成为年轻人挑
选商品和买单背后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受此影响，未来除
了‘蕉绿’等情绪水果外，还可能出现更多
的类似消费品。或许这正是商家在打造
‘爆品’、抢占年轻市场时所需要考虑的核
心。”

“情绪经济”意外红

“蕉绿”之外，越来越多带有寓意的水果受宠。
“现在办公室里还有寓意着‘喜欢你’的水培黑凤梨，

以及代表着‘事事如意’的小柿子，感觉都成水果种植地
了。”可可印象深刻，就连老板办公室里除了常规的发财
树外，也养着一盆寓意着“万事平安”的水培苹果。

“‘蕉绿’火爆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情绪价值生意。”老
杜毫不讳言地表示，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面临着各种压力
和挑战，渴望通过消费来寻找情感上的慰藉和共鸣。而
商家正是看准这一需求，开始将商品与情绪价值相绑定，
以匹配这一群体的心理需求。

多位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日常工作压力确实
需要寻找情绪解压方式，而无论是早前购买刮刮乐、办公
室种菜，还是如今购买水培水果，仿佛都是为上班族量身
定制的“电子布洛芬”，为他们带来传递情感、抚慰心灵的
情绪价值。

事实上，“情绪生意”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投入。
据“2023中国现代消费发展指数”调查结果显示，认

为“悦己”更重要的消费者比例达47.8%。另外据《2024
年中国消费趋势调研》，64%的消费者更加看重精神消
费，并且年轻消费者对精神消费的重视程度更高。

这意味着随着“95后”和“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情
绪价值成为挑选商品和买单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而不断
推陈出新的消费场景也推动情绪经济逐渐成为产业。

张鹏告诉记者，自己正是看到有商家将苹果蕉打造
成办公室水培植物，并获得大量订单后才选择跟进。那
段时间里，他特意挑选了品相好的苹果蕉进行打包销售，
还在纸箱里放入了卡片、花瓶等物品，“尽管成本相对批
发要增加两三元钱，但这一细分赛道所带来的销量确实
明显增多，不少批发商得知后特意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最近对解压情绪的商品特别感兴趣。”如今，可可除
了在办公室种植水培水果外，还购买了当前市场火热的

“捏捏”。公开数据显示，受年轻人情绪价值影响，全球解
压玩具市场预计将以6.7%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预计该
市场将从 2023 年的 25.412 亿美元增至 2030 年的
40.012亿美元。

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常常面临着不
同程度的焦虑困扰。近来，悬挂着“禁止蕉绿”卡片的苹
果蕉“占领”了打工人的办公桌，成为他们的新宠。然而，

“禁止蕉绿”能否真正治愈年轻人的焦虑？
“蕉绿”和“焦虑”谐音，养串香蕉、吃掉“焦虑”，虽然

只是玩个热梗、讨个口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像“禁止蕉
绿”“放青松”等这些具有特殊寓意的物件，能够提供一些
情绪价值，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年轻人带来了短暂的心
理满足。办公桌上的那一串苹果蕉，宛如在荒芜的“焦虑
沙漠”中出现的一抹充满生机的绿色。在观察绿蕉逐渐
成熟的过程中，许多人都获得了能够战胜焦虑的积极心
理暗示，从而更加从容、淡定地去面对工作和生活。现如
今，越来越多的谐音梗植物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面
对焦虑，他们主动寻找内心出口，努力实现精神自洽。

然而，我们也要清晰地意识到，这种表面上的治愈仅
仅是暂时的，真正治愈焦虑，还得从根源上找药方。比
如，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紧迫的时间节奏、高负荷的工作
量，以及对职业前景、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让他们心
中充满了迷茫与担忧。诸如此类多种因素引发的焦虑，
绝非一串苹果蕉就能够轻松化解掉的。

“蕉绿”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人的“焦虑”，要尽可能地为
他们缓解焦虑。比如，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工作，通过科学规
划和统筹，让工作节奏能够张弛有度；构建公平的职业发展
环境，消除不公平因素，为年轻人创造一个可以公平竞争、
充分展示自身才能的舞台；建立起完善且良好的心理疏导
机制，当年轻人内心被负面情绪填满时，有专业的渠道和方
式帮助他们及时有效地释放压力、调整心态……通过这些
措施，让更多年轻人在工作中探寻价值与快乐，摆脱焦虑羁
绊，防止精神内耗，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精彩职场之路。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对于职场中的年轻人而言，
除了外部强有力的支持机制之外，也需要有更为深刻的
自我认知与反思能力。只有将内在努力与外部支持结合
起来，才能逐步摆脱焦虑的困扰，在充满挑战的职场中绽
放光芒。 综合贝壳财经、中青在线

走出焦虑不靠“蕉绿”

“禁止蕉绿”成年轻人团宠

叫卖“办公搭子”
抢滩“情绪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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