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购成银发族新爱好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换上了智能手
机、学会了网上购物，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比年
轻人更“疯狂”。坐在家里买买买，成了这些银
发族的新常态。

几年前，61岁的吴女士还是一个网络购物
的“门外汉”，她不仅不会这项技能，而且还有着
强烈的排斥心理，每每看到女儿网购，她总会板
起脸唠叨几句：“你们年轻人净乱花钱，总买些
没用的东西，浪费！”而现在，吴女士的网购热情
已经远远超出了女儿的想象，她不仅上网给自
己买各种食品和生活用品，还时不时地会和身
边的“闺蜜团”们拼团网购。大到家具、电器，小
到零食、日用品，吴女士都会从网上下单购买。
除了日常自己买买买，吴女士还时不时会给身
边人“惊喜”。“姐，我给你买了一件防晒服，刚下
完单，过两天就能到，你收到了看看好不好，喜

欢不喜欢……”就这样，一位老年人把网购的快
乐传递给了另外一位老年人。

“起初我也不太喜欢网购，主要是我不懂，
总是担心买到不合适的东西或是被骗。”吴女
士说，她的转变始于 2019年的一次外出聚会。
吴女士发现自己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在网购，尤
其是在“618”“双 11”这样的电商购物节期间，
大家都会买买买。听着大家坐在一起分享网
购经验，吴女士出于好奇，在当年的“618”也让
女儿帮自己下单买了几件商品。“收到东西后，
我特意和线下一对比，确实便宜不少。”吴女士
说，尝到“甜头”后，她主动找女儿、朋友学习如
何在电商平台上进行网购，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拾。

最近几天，58 岁的张丽梅特别忙，正值
“618”购物节，她不光为家人购置了夏装和日用

品，还为一起跳广场舞的朋友们团购了舞蹈
服。“光这两天，我的购物车就多了十几件物品
呢，网购太上瘾了。”张丽梅一边笑着和呼和浩
特晚报记者讲述，一边用手指快速在手机屏幕
上滑动。在她看来，老年人一旦学会网购，会觉
得很方便、很实用，因为网络上的产品种类丰
富、物美价廉，还能比较快地送货上门。

6月 13日，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从一电商购
物平台看到，今年“618”购物节期间，该平台专
门联合国内外适老领域品牌在“618”期间上线
适老产品专区，发布上百款切实解决老年人起
居难题的适老化产品。而在另一购物平台，当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搜索“爸妈零食”后，该平台
直接筛选出无糖、低糖、养胃等食品。其中不少
商品上标注着“618年中大促”。“学会网购后，明
显感到妈妈开心了很多，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
购买建议。”项女士的母亲是一位网购爱好者，
项女士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因为网购，她和
妈妈也增加了很多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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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电商节迎来“新”消费力量

银发族开启
网购新风尚

“当越来越多老年人跨越了‘数字鸿沟’，如
何帮助他们更好地‘触网’，值得社会关注。网
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很难甄别。对于老年群
体来讲，他们大多对互联网没有太多的认知，面
对五花八门的电商平台很容易受到低价的诱
惑，买到不实用或伪劣产品。因此，对于热衷网
购的‘老小孩’，家人的陪伴和引导显得格外重

要，家人可以‘参与’他们的网购活动，既能避免
他们沉迷于网络消费，又能加强沟通，增进感
情。”谈及如何避免老年人沉迷于网购，内蒙古
巾帼志愿服务协会夕阳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赵艳
芬表示。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
“618电商大促”期间可能出现的消费欺诈，也专

门发布网购消费风险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尤
其是老年消费者，一定要科学理性网购，谨防消
费欺诈：首先，要选择经营规模较大、信誉度等级
较高、口碑较好、交易量大、消费者评价较高的电
商，即使发生纠纷也能迅速解决。其次，不轻信
网络搜索、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链接、不轻易
转账。涉及网络交易和个人信息之类的东西，要
保持理性，防止被诱惑，谨防诈骗。遇到名目繁
多的商家节日促销，应保持理性合理消费。还要
警惕先涨后降及虚标原价，谨防价格欺诈。

网购需谨慎 防范消费陷阱

“618”购物节狂欢来临，商家新一轮促销惊喜纷纷登场，各大电商平台促销力度直线上

升，推出了各种形式的促销降价活动，吸引消费者参与。随着网络适老化的普及，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转变了消费方式，加入了“网购大军”。在“618”购物节来临前夕，呼和浩特晚报记

者采访了多位热衷网购的老年人，倾听他们的网购感受、需求和困惑。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刘芳 安娜

6月 14日中午，在新城区山水小区内的一
家菜鸟驿站里，小区居民刘阿姨来取刚刚到货
的几个快递包裹。“‘618’还没到，各大电商商城
平台就陆续推出促销活动，我几乎每天要花几
个小时网购挑选商品。这不，抢购的商品陆续
到货了。”刘阿姨兴奋地向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介
绍。然而，走出菜鸟驿站，等待在门口的的刘阿
姨的女儿看着母亲抱着大大小小几个包裹却是
一脸无奈道：“9.9元的包饺子神器和 19.9元的
微形缝纫机，今天这又买了啥‘鸡肋’？每天收
到这么多快递包裹，您买这么多东西用得上
吗？”面对女儿的吐槽，刘阿姨却并不认同：“你

以为我乱花钱，实则我是在‘薅羊毛’。 ”
刘阿姨的女儿说：“自从教会妈妈在网上

买东西后，简直一发不可收拾。她整天拿着手
机网购，尤其看到‘618’促销活动，各种吃穿用
品见啥囤啥。之前囤的不少商品已经过期了
还堆在屋里，看到促销活动又接着买，真不知
道该如何制止她这种疯狂的行为。最近几天，
我老妈忙着网购，连最爱的广场舞都不去跳
了。”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同款
的银发族还真不少，市民张女士也在微信朋友
圈吐槽说：“只要看到有优惠、折扣等活动，我

爸妈就要去‘捡便宜’，买东西时不管质量只盯
价格，每次去拿快递的时候感觉这老两口都特
别兴奋，像捡了宝似的。”张女士说，她父母自
从迷上网购，还在某购物平台购买了“省钱月
卡”。因为每天能够领取至少一张消费优惠
券，所以用券下单消费成了老两口每天的头等
大事。似乎一天不用券买点东西，就像丢了多
大便宜似的。老两口每个月在网上的花销动
辄数千元，但所购买的物品却几乎有一半都是
拿回家压箱底的。

除了担心父母沉迷“网购”，不少子女还担
心父母长时间熬夜购物身体吃不消。张女士
说，父母平时就特别喜欢网购，只要他们认为好
的就想买。临近“618”这几天，更是天天熬夜，
抱着电脑选购“秒杀”物品，有时候一宿一宿不
睡觉，张女士真怕二老身体吃不消。

别让购物节变成购物“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