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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人群”跟上“快时代”

守零点、蹲秒杀 银发族也在鏖战“双11”

随着“双 11”临近，各类商家都推出了令人
眼花缭乱的促销方案，让人难以选择。由于老
年人这一消费群体本身的局限性，网购风险更
高。对此，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老年人在购物时要选择正规大型的购
物平台，不要为了贪小便宜，使产品质量、售后
服务得不到保障。下单之前要货比三家，留意
真实评论，不要被低价诱惑，通过视频、图片就
随便下单。需要提醒的是，如打算购买“预付
款”类商品，要注意定金和订金的区别，慎重付
定金，因为定金是不能退的。要详细了解定金
的使用规则，以免出现无法退换货及退款的消
费纠纷。还需要了解的是，在直播间购物时要
优先选择正规的直播平台，不要轻易加入通过
社交媒体等渠道建立的临时直播间。在下单
前，需要仔细了解主播推荐商品的来源、功能、
质量、效果及价格等信息，不要仅凭着对带货

“网红”“明星”的喜爱冲动下单。最后要注意
的是，网购货到后不要急着签收，要先验货，货
品不对可拒绝签收。

随后，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又从呼和浩特公
安局反诈中心了解到，根据近年来的情况分析，

“双11”前后，网购类电诈案件也会有所高发，对
于老年人来说，最为常见的就是冒充客服诈
骗。凡是遇到声称要退款、理赔，一定要认真核
实对方身份，务必联系电商平台客服或在线联
系网店客服确认情况。此外，还有一些电诈分
子会冒充客服，以方便发货为由询问个人信息，
或者发来不明链接要求填写个人信息，一旦按
照对方要求去做，极有可能泄露自己的隐私，甚
至被盗刷银行卡。提醒老年人，在网购中难免
会遇到拿不准的情况，不妨多和晚辈商量。如
果遭遇了网络诈骗，更要第一时间告诉家人，让
他们帮忙报警并及时处理。

当移动互联网融入生活后，网购已不

再是年轻人的专利，现在的银发族网购起

来有模有样，一点儿也不输年轻人。随着

“双11”的临近，守零点、蹲秒杀，越来越

多的银发族加入到“双11”的消费大军，成

为线上消费的新生力量。更加值得关注

的是，老年人网上购物不再只是图便宜，

他们的购物理念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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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秒杀商品在‘双 11’当天零点才会发售，
为了抢到低价又心仪的商品，我已经提前挑选好
了，有的加入购物车，有的设置了预约购买。你们
看，点这里就是限时秒杀商品。”

“这款洗衣液在‘双11’活动期间每桶要比平时
便宜近 10元，还能参加跨店满减活动。这么算下
来，单桶售价只有超市售价的一半，你们谁买？我
给你发链接。”

“最近跟着你们研究明白网购后，我才算彻底
理解年轻人熬夜苦等‘双11’的乐趣，你们挑选到什
么好物可别忘了发在群里分享呀。”

11月 8日上午，在新城区山水小区活动室内，
几位老年人一边用手机翻看网络购物商城，一边分
享“双 11”购物心得。62岁的杨女士告诉呼和浩特
晚报记者，最早听说“双11”还是在 2年前。“那时我
对网购是很排斥的，女儿‘强行’给家里下单买了一
台空调，开始我还很生气，觉得网上买的东西质量
不过关，像洗衣机这样的大件家电就应该到实体店
买，为此我还跟女儿大吵了一架。等空调送到家
后，我发现还真是不错，同品牌的空调在‘双 11’下
单比实体店便宜了将近 1000 元，而且质量也不
差。最重要的是，还能够享受到同实体店购买一样
的售后服务。这次消费体验，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网
购大门。”杨女士说，此后她就迷上了网购，经过 2
年的不断尝试和研究，她发现“双11”确实有不少商
家让利促销。今年“双11”临近，她更是提前做足了
功课，把需要买的东西早早放进购物车里，有给小
外孙买的玩具，有给自己和老伴儿买的保健品，还
有提供送货上门服务的米面粮油。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双11”，
银发族网购的“战场”也延伸到了直播间。和杨女士
一样，今年 70岁的张阿姨趁着“双 11”优惠力度大，
11月份以来，已经从直播间下单了 4件服装和 2套
化妆品。平时早睡惯了的张阿姨为了抢购到秒杀
价洗化用品，连续 3天每晚在某品牌直播间里“蹲”
到凌晨，抢到了仅有 500单的秒杀价洗化套盒后，
她还兴高采烈地截图发到家庭群里小小炫耀了一
把。“直播间里，主播对每个产品都会仔细讲解，让
人有种‘看得见’的踏实感，而且还会时不时推出

‘秒杀款’吸引粉丝，这时候下单除了拼眼力，还要
拼手速。”张阿姨向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分享着自己
逛直播间的心得，脸上尽显乐在其中的满足感。

不久前，刚退休的葛女士趁着“双 11”花
1000元囤了 10张一家知名酒店的自助餐券，
准备和她的老同事们聚餐时使用。“和我年龄
相仿的老同事基本都已经退休了，大家都有
了大把的时间，我们经常聚会聊天，每次都是
AA制。”葛女士说，平日里哪家饭店吃着口味
好，她就会扫店家的二维码加入对方的粉丝
群，因为店家经常会在粉丝群里发福利，所以
现在她的手机里有十多个类似的店家福利微
信群。“双11”活动期间，各大酒店自助餐的力
度是最大的，葛女士经过认真比较研究，发现
各家在菜品种类和餐券使用条件上各有不
同，她选的这家酒店在公众号上推出的自助
餐券价格要比平时便宜近 30元，还不限制使
用日期和有效期。“平日里我也经常去这家酒
店，趁着这次的活动力度大，我跟老姐妹们一
合计，先囤上 10 张券，这样合算下来能省不
少钱。”葛女士说。

61岁的王桂珍今年也在忙着“囤券”，“我

们家附近的一家大浴场趁着‘双 11’推出了优
惠套票，包含 4餐和洗浴的 24小时套票只要
100多元钱。我和老伴儿会时不时地过去享
受一把，一整天不用做饭不说，有得吃，有得消
遣，还能痛痛快快蒸个桑拿、洗个澡，最惬意不
过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想玩就玩，想吃就
吃，过得比较潇洒。”王桂珍笑着说。

与王桂珍相比，她的老伴儿最近网购可称
得上是“大手笔”，他在线上花了近万元买了一
台按摩椅。“我下单可不是心血来潮，之前比较
了好几款，这款虽然价格贵，但功能全，还赠送
心率码表。趁着最近店家活动力度大，我就赶
紧下单了。”王桂珍的老伴儿说。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注意到，老年人的购物
观念开始从“舍不得”转变到“要享受”。“贪便
宜”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网购的主要目的，用他们
自己的话说，老年生活要追求产品品质，消费观
念要向享受型消费转变。至于鏖战“双11”，主
打的想法就是能省则省，该花也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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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坑”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