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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会“剁手”那么简单

老人网购趋向时尚化
记者 肖方元

奔六奔六
文/丁维香

上学时写作文，描写一个上
了年纪的人，多用“年过半百的老
人”来形容。那时，在我的眼里，
年过半百真的是很老了，更是十
分遥远的将来。然而，转眼间，我
已是“奔六”的人了。

人生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下
半场。一头青丝开始变得花白；
胶原蛋白流失，皱纹不可阻挡地
爬上了额头；关节炎、牙疼病等以
前只在父母身上看到，如今也找
到自己身上来……真正是岁月是
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啊！

怎么办呢？生老病死自然规
律，任凭是谁也拖不住时间的脚
步。既然如此，与其惶惶不可终
日，倒不如勇敢接受，泰然处之。
于是，每天照样忙忙碌碌，活得充
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
之将至”。

读书、写作是几十年保留的
习惯，除了专业书，其余读的大多
是“无用之书”，闲书。写作也多
是写些风花雪月、小情小绪的“豆
腐块”，不为扬名立万，只是爱好，
做自己喜欢的事是一种幸福。没
事时，就做“沙发土豆”追剧，特别
爱看爱情片，动情处泪眼婆娑。
朋友笑我是满满的少女心，儿子
说我对爱情的理解还停留在当年
的女大学生阶段，跟不上时代的
发展。哈哈，我就不愿意世故，就
不想复杂，我就是“爱情至上”，多
美好的事情。

节假日，约上朋友自驾出游，
看山看海，看花看草，看日出日
落。一次下乡去采摘，有一个农
妇看我开车，有些惊讶：“你这么
大年纪还会开车啊，不简单！”我
一听真是哭笑不得，这是夸人的
话吗，我多大年纪啊，不就奔六
吗。朋友劝我还是把头发染了，
白发多了太扎眼。我就不染，总
觉得那样不自然。

不过，到底是到了这个年龄，
有时心境不免还是有些苍凉的。
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离去，让我越
来越清晰地明白，无论曾经怎样
的绚丽和丰富，到底敌不过岁月，
生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终会画上
一个句号。人生下半场，可以让
我们挥霍的时间少之又少，那就
更加要好好珍惜，要活得豁达、活
得明白，想要的努力去争取，得不
到的拿出勇气断舍离。以自己喜
欢的方式去生活，不必太在乎别
人的好恶，我的人生我做主，这样
的人生才无憾。

早晨出门遛狗，听见两位老
人在聊天，一个问：“你今年多大
岁数啊？”另一个笑着回答：“小
呢，才 80 出头。”从一旁经过的
我，看他们鹤发童心的样子，真
好。所谓的“人老心不老”，80怎
么样，奔六又如何，自己不想老，
就永远年轻。

今天是双十一，往年这天多
是年轻人盯着电脑、手机在网络
购物平台下单，现在，赶着双十
一线上“血拼”在老年群体中间
也成了话题。据阿里巴巴的大
数据显示，相比2013年仅175万
人的 50 岁以上中老年淘宝用
户 ，截 至 2018 年 就 增 长 到 了
3000 万，翻了 17 倍之多。从不
会网购到接触网购，从购买途径
单一、选择商品保守，到熟练运
用多平台和软件，购置商品五花
八门，近几年，老年群体的网购
特点、习惯与方式也在悄然发生
着变化。

爸妈双十一都买过啥
看看这份
淘宝“省钱账单”

近日，淘宝软件推送了《回
顾历年双十一省钱账单》，点开
即可看到：用户从哪一年第一次
参加了双十一活动，历年这一天
累计消费了多少金额，打折优惠
节省了多少，首次双十一购物买
了什么商品等数据。如果是习
惯了网购的年轻人在朋友圈晒
出账单，哀号手都不够“剁”，那
并不稀奇，但如果换了老年人来
晒自己的双十一账单，那就很令
人好奇了。

此前，在知乎上有一个热帖
《父母会淘宝是一种怎样的体
验》，上了年纪的爸妈都在网上
买些什么、向来节省的他们最高
花费是多少等，成了年轻网友热
议的话题，甚至有人说：“他们的
购物车是你没见过的世面。”再
观最近淘宝推送的这份省钱账
单，不禁让人想知道老年群体会
不会赶双十一的时髦？他们的
消费情况又是如何？

近日，记者来到市老年大
学，随机向老年学员打听他们网
购的情况。今年 63岁的唐女士
点开手机，晒出了她的历年双十
一省钱账单，数据显示，她是在
2016年第一次参加淘宝双十一
活动的。她告诉记者，其实自己
并非每年都参加的狂热粉丝，平
时有需要了才去网购，但从这份
账单上来看，仅她参加的 3次双
十一，购物花费就让她吃了一
惊：累计下单 67 笔，实际花费
8900元，打折优惠节省了 12997
元。算下来，平均一次双十一活
动就消费了 2966多元！“原来我
花了这么多啊？”唐女士惊讶地
说。

学员刘女士最近参加了淘
宝推出“组队盖楼挑战”活动，也
看到了自己的《回顾账单》。她
学会网购时间还不长，还是从去
年的双十一开始的，当天花费
786元，买的首件双十一商品是
一套毛绒沙发垫。虽然那天在
家网购的场景刘女士记不清了，
但账单数据显示她当天“剁手”
到很晚——“最晚奋斗到 22 点
37 分才收手”。今年的双十一

活动还会参加吗？还会不会“奋
战”到这么晚？刘女士笑着说：

“参加呀，已经把看中的一些东
西放进购物车了。我还和女儿
建了亲情账号，她可以帮我把把
关。”

老年人网购
趋向年轻化、时尚化

据淘宝 2018 年的数据显
示，中老年网购族人均年消费已
超过了 5000 元。除了购买保
健、养生类产品，食品、化妆、服
饰、智能机器、旅
游、运动等类型
的产品也成为老
年网购族的消费
热门。近几年，
该群体的消费需
求逐渐趋向多元
化、年轻化和时
尚化。

65 岁的顾女
士今年就在化妆、衣着
等展示型消费方面下了
不少单。“买了3顶假发，
一个假刘海，两盒染发剂，还有
面膜、面霜等化妆品。”她说，自
己一直被白发多所困扰，看到有
朋友戴假发效果好，她就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在网上下单。前后
买了 3顶，都挺满意的。最近这
几天她还买了新的染发笔，笔的
前端是一个毛刷，按动另一端的
按钮将染发剂挤出，通过毛刷将
白发染色，使用很方便。这是她
比较满意的一次网购。

老年网友“槐花雪”说，她身
边有不少朋友现在都改成在网
上买衣服了，价格实惠，样式也
好，让她很心动。此前在网上她
多是买些食品，现在想添置新衣
了，会先在网上搜一搜，寻找新
款服饰。不过，她也吐起了槽：

“很多卖家在商品名称前加了
‘妈妈装’‘婆婆装’‘妈妈鞋’，这
点我不大喜欢，听着就显老。有
次搜羽绒服，我看着款式还不
错，小年轻穿着也不会老气，但
卖家在前面写‘妈妈羽绒服’，我
就不想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
穿得年轻一点呢？”

便宜实惠，向来是节省惯了
的老年人网购时的首选条件，不
过现在也有老人在购买智能商
品上很舍得、很大胆。市民翟先
生就网购过几个“大件”：一个
3000 多元的扫拖两用机器人、
一台3400多元的65英寸小米电
视以及一部近 4000元的华为手
机。翟先生说，这三件都是在苏
宁、小米和华为官方商城里买
的，他比较放心，所以舍得“剁
手”。

拼团买生鲜、点外卖
老人操作也熟练

随着这几年电商的发展，网
购平台和可用的购物软件越来
越多，这些都在影响着银发族的

网购习惯。不少老人一开始更
青睐逛实体店，之后逐步转变观
念接受虚拟购物，再到现在点外
卖、拼团买生鲜等，都操作得比
较熟练。

市民张女士已迈入古稀之
年，却是个经验丰富的网购族，
家里不少生活用品，小到牙刷，
中到水壶，大到羊绒被都是在网
上买的。现在她连水果也在网
上买了，“比去超市买便宜。是
前两个月左右吧，新苹果还没上
市那会儿，苹果价格涨到近 10
块或十几块一斤，我就在淘宝和
拼多多上买苹果，价格比在超市
里便宜近一半。前阵子还团购
了红心猕猴桃，个大口味甜，一
盒 16个只要 29元。”张女士说，
她特地去水果店和超市看过，同
样品种的店里一个就卖 6块钱，
还不如网购的个头大。这就又
坚定了她在网上买水果的信心。

今年 69 岁的王先生说，他
的老伴平时经常网购，偶尔不想
做菜了，也会点些外卖。在老伴
的影响下，现在他也学会了点外
卖，还会到自提柜取快递。王先
生还记得，他第一次用自提柜就
闹了笑话，“看到短信提示说，超
时会收费，我就很紧张，想会不
会很贵？要怎么付费？我赶紧
跑到小区门口，那有一排自提柜
呢，不知道该在哪个屏幕前输提
取码，只好挨个试。”因后面还有
几人在排队，王先生是既紧张又
尴尬，一紧张还输错了取货码，
反复试自提柜一直报错。后来
还是别人帮着输入，才拿到快
递。现在他就有经验了，帮老伴
取快递前，还会问：“你那个快递
是在‘云柜’还是‘丰巢’啊？”

小 贴 士

老年人网购
还需擦亮眼

近年来，伴随着成熟
的线上支付平台，在网购
浪潮中，银发族并没有落
伍。那么，老年人网购时
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选择正规、大型的
购物平台，不要为了图小
便宜，致使产品、售后服务
得不到保障；货比三家，留
意真实评论；现在的绝大
部分软件都有广告，但广
告的真实性却得不到保
障，老年人要再三确认，避
免上当受骗；此外，有些软
件弹出的不明链接不要轻
易点击，避免电脑或手机
中病毒，以及个人信息的
泄露。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