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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双11”剁手节的一番“狂轰滥炸”，女人们纷纷感慨为什么11月11
日好像只有 11 秒，男人们纷纷感慨这一辈子都买不起的车是老婆的购物
车。网上购物的普及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的家庭纠纷。人生在
世，谁家没因为购物而吵过几次架的，吵完继续买买买！地球人早已无法阻
止女人们shopping的脚步了！

■ 下期话题预告

多一分理性 少一点冲动

编辑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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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剁一回，就一回啊；一年剁一
回，我无悔啊。是谁在耳边说，五折就一
天；只为这一句啊，剁手也无怨……”这
首“双 11”神曲在网络上爆红，我想不仅
是因为明星演绎、经典翻唱，更重要的是
它道出了不少陷入购物狂欢的“剁手族”
的心情，那真是倾家荡产无怨无悔啊！

“双 11”当天“剁手族”血拼扫货，造就了
淘宝12分28秒100亿元的神话。

然而，神话终究是神话，美梦初醒跌
落现实的“剁手族”要迎来的恐怕是厚厚
的账单和由此产生的家庭矛盾。

据报道，淮南一小伙伴“双 11”当天
只顾着购物，竟把存在银行卡里准备还
房贷的钱花了。11月 12日一大早，这位
小伙伴便担心起这样的糗事是否会影响
银行信用……无独有偶，一不小心吞了

房款的还有青岛一女子，其丈夫抱怨说
结婚 7 年来，妻子网购花的钱少说有 13
万元，换新房的计划也因此被耽误，“双
11”真是害人不浅。

仔细一想，说到底，“剁手”这种事
儿赖不到“双 11”头上，更赖不到网购平
台头上，要怪只能怪消费者自身心理不
成熟。随意任性的消费行为，缺乏应有
的理性与规划，支出大大超出能力承受
的范围，结果也自然让人无法承受。重
拾消费理性，树立科学的消费观，克服
不自量力、盲目追潮、大手大脚、无端浪
费等毛病，才能从根本上治疗“剁手”顽
疾。

相信经过“双11”的洗礼，广大“剁手
族”花钱真刀真枪买来的教训，胜过任何
一堂理论培训课。 （墨墨）

重拾消费理性

警惕网购成瘾

刘勤 （市第二高级中学 ）
在刚刚过去的“双 11”，除了商家赚

得盆满钵满外，许多消费者也是热血沸
腾。不得不承认，网购这种方式让很多
人上瘾。相比去实体店购物，网上的商
品不仅价格低廉、种类繁多，而且不用跑
腿受累，鼠标轻轻一点，喜欢的商品就可
以送到家里。

买的时候情绪高昂，事后却后悔不
迭，这是“剁手族”的共同感受。如何走
出这个怪圈，需要消费者理性对待。事
先一定要仔细考虑，给自己列一个清单，
哪些是当下自己最需要的，哪些是暂时
不用的，还有哪些是买了也用不了几次
的。购物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如果因
为购物而影响了生活质量甚至影响了家
庭和睦，那就得不偿失了。朋友因网上
多功能焖烧锅便宜，前年买了一个，去年
买两个，今年买了三个，娘家、婆家各送
去一个，还有两个在家闲置，如今她表示
想想就后悔。很多人在“双11”购物，一
味地贪图便宜，其实那些东西很少是自
己真正想要的，大部分实际上是可有可
无的，结果买回家也只是束之高阁。再
便宜的东西，没用也是浪费，由此引发家
庭矛盾就更得不偿失了。

老婆也成了“剁手族”

崔应红 （鲁山县董周九小）
老婆一向节俭，如今成为“剁手族”，

与儿子有直接关系。
年轻人早已习惯了网上购物，轻轻

一点坐等快递送上门，不仅减少了逛实
体店的劳累，而且方便货比三家，淘到物
有所值、称心如意的宝贝。儿子经常出
差，只要在手机上点几下，火车票、机票
就轻松搞定了，带着身份证就能直接取
票，方便快捷。网上购物更是经常的事
儿，家里用的压力锅、微波炉等都是儿子
网购的。老婆看了兴奋不已，非让儿子
教她使用。

申请了支付宝，绑定了银行卡，老婆
经常手指动动就买回一大堆便宜东西。
开始我还觉得真好，可时间一长，就感到
受不了了。老婆整天没事就浏览网页，
吃的、用的，只要看见便宜的就买。有些
东西虽然便宜，但是可有可无，用处不
大，扔了又可惜。

“双 11”更是无法阻挡老婆购物的
欲望，物品是真便宜，快递是真方便。虽
然之前为了防范老婆狂买，有意减少了
绑定银行卡上的金额，可还是没有阻挡
住老婆购物的脚步，总是在重复着纠结
—动摇—下单—后悔的故事。

购物需理性 监管应加强

吕府刚 （叶县县委办公室）
网购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生活，如果

因网购而懊恼欲“剁手”，甚至影响家庭
和谐，那就得不偿失了。笔者认为，“双
11”狂欢之后，需要产业链各方冷静思
考。一是理性购物莫跟风。广大消费
者特别是年轻人应树立良好的消费观，
实现从盲目跟风到理性对比、从买完

“剁手”到精打细算的转变。二是加强
监管促规范。工商、质检、物价、广电等
部门应在产品准入、商品流通、价格浮
动、宣传营销等方面严格把关，保证消
费者安心购物、放心购物。三是诚信经
营创品牌。电商作为网购主导者，应树
牢“顾客至上”的理念，杜绝虚假现象，
做到诚信经营，创出自身品牌，给消费
者提供良好的商品保证。四是政策扶
持助发展。政府应给予更大的政策倾
斜，鼓励电商、物流产业发展，通过降低
商家运营成本推动消费者得到更多实
惠，真正打造名副其实、还利于民的购
物狂欢节。

消费理性不可少

王德友 （四川绵阳）
近年来，每到“双 11”，都有部分家

庭因为消费问题出现纠纷。其实，“双
11”消费受“羊群效应”影响，会引发人们
冲动消费。经济学里经常用“羊群效应”
来描述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应对这种
情况，需要消费者网上购物时不能只看
打折，消费可以有，但切莫跟风消费、盲
目消费、攀比消费、冲动消费，这些非理
性行为乃消费大忌。如果消费者不想被
忽悠，理性消费不可少。每个节日，不管
是传统的还是自由发起的，都能成为商
家炒作的噱头，消费者总想趁着节日“血
拼”，为自己省笔钱，可是冲动消费后，总
会发现自己又上了商家的当。所以，只
有做好商品价格调查，货比三家，按需购
物，理性消费，才能真正为自己省钱，不
被商家“消费”。

做一名理智的消费者

郑彥鸽 （湛河区司法局）
“双 11”网购狂欢虽已落幕，但其余

波还在扩散。一些人在不断拆着快递，
一些人却在办理退货；一些人对网购商
品惊喜满意，一些人却对收到的货物后
悔失望。购物经验在失败中累积，如何
做一名理智的消费者，我认为应该坚持
几个原则：一是尽量购买需要的商品，严
格要求自己，对于明显打折的临期食品，

不要贪便宜多买；对于不需要的物品，抵
抗住诱惑，折扣再大也不要入手。二是
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相信品牌的力量，
不能贪图打折便宜，购买一堆可有可无、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物品。三是依据自
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买优质商品的
终极目的，也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过得
更加舒心便利，如果不考虑钱包的鼓瘪，
不考虑家人的感受，狂购一时“吃土”几
个月，就违背了购物的初衷。

理性消费 量力而行

崔振祥 （市国土资源局卫东分局）
刚刚过去的“双 11”购物狂潮，许多

人经受不住诱惑，纷纷加入抢购的行列，
但购物时头脑发热，事后后悔不迭的大
有人在。笔者认为，要根据自己的消费
能力和需求，理性购物。

一是不购买自己不需要的物品。许
多人面对低价，头脑发热，经受不住诱
惑，网购了许多东西，事后才发现，许多
东西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放置无用，弃
之可惜。二是不购买超过自己消费能力
的物品。有些人一味跟风攀比，购买了
许多超出自己经济水平的物品，或透支
银行卡，或举债度日，为了一时的面子和
炫耀，而使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实在非明
智之选。三是长期关注，待机而动。想
要看网店是否真的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低
价，平时就要多关注所选物品价格，如此
才能不被虚降实涨的网店所忽悠。同
时，不要在“双 11”期间购买急需的物
品，由于网购量大，物流快递忙不过来，
难免会耽误事。

力求做到“三少三多”

刘选启（湛河区人大常委会）
“双 11”网上购物之所以能形成那

么大的浪潮，吸引那么多的人疯狂购买，
就是迎合了一些人的廉价心理和攀比心
理。我认为“剁手族”应该力求做到“三
少三多”：

少一些盲目，多一些理性。很明显，
网购是一种促销手段，其中就可能有陷
阱。反思一些“剁手族”之所以在“双
11”网购之后跟家人发生争吵，花了钱还
落个心里不舒坦，关键就在于网购消费
盲目跟风缺乏应有的理性。

少一些指责，多一些理解。人生在
世，难免要做一些错事、后悔的事，家人
之间也少不了有争吵。既然网购已成现
实，钱已汇入他人的“囊中”，无可挽回，
那就要多做自我批评，多一些理解和包
容，不要过多地去埋怨、指责。

少一些浪费，多一些节俭。浪费可
耻，节俭光荣，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

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即使我们富裕了，有条件了，也要

“有时常将无时想，莫待无时想有时”，养
成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良好习惯。

用理智管住自己的手

翟红果 （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每年“双 11”的购物狂潮，都会引发

很多网购狂人痛并快乐着。我询问身边
的几名网购者，有4人承认是“剁手族”，
有 3 人因网购跟家人争吵，6 人表示后
悔。

“剁手族”要管住自己的手。首先，
要学会控制自己。控制是节流的基础，
网购要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不能看见什
么就买，对任何商品要在质量为先、需
要为先的基础上，考虑后再做出理性的
决定。同时，控制好预算，超出预算不
再购买。其次，量入为出，按需购物。

“双11”不过是商家的促销活动，一些商
品可能会降价，但绝对不是天上掉馅
饼，不能有“不买吃亏”的心理。对铺天
盖地的广告要有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辨
真假、断是非。对折价商品也要正确看
待，分辨其是真“割肉”还是玩猫腻，看
看哪些商品是真的减价了、哪些商品是
先涨价再打折的，才不至于吃“后悔
药”。再次，要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长时间沉湎于网络，不仅影响现实
生活，而且会过多消耗精力和体力，影
响健康。

11 月 18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确定改进公共服务措施，以持续简
政放权便利群众办事创业，提出“简化
办事程序，探索将部门分设的办事窗
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多头受理’为

‘一口受理’”。
大力改进公共服务，是简政放权

改革的重要内容。本届政府自成立伊
始，就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作为“先手棋”。让原本“高高在上”
的政务服务更“接地气”，关键在于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优化公共服务流
程。过去某些部门办事效率低，被群
众诟病，根源在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缺乏服务意识，放不下身段。“办事窗
口”直接面对群众，无疑是检验办事效
率和干部作风的一面镜子。

对老百姓而言，衡量简政放权是
否落实到位，关键看办事情是不是方

便。将部门分设的办事窗口整合为综
合窗口，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
办”，不仅给群众带来便利，还能从源
头避免“循环证明”等奇葩现象出现，
显然是改进公共服务的一项重大举
措。

窗口部门变“多头受理”为“一口
受理”，必须加快推进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及国有企事业单位间涉及公共服
务事项的信息相互衔接、校验核对。
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信息化手段，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
据共享。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
技术的蓬勃发展，要让公共信息平台
成为与民沟通、为民办事的桥梁。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让百姓切实感受到“办事快、事好办”，
才能提升群众的获得感，简政放权才
能真正落到实处。

郑 昕 刘怀丕

落实“一口受理”提升群众获得感

新华社发 大巢 作

“全面二孩”放开后，二孩母亲能休
多长时间产假成了网友们热切关注的
话题。据了解，现行的孕妇产假主要由
基础性产假和奖励性产假两部分组成，
奖励性产假包括晚育和独生子女增加
的产假。不少地区将晚育范围确定为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上生育第一个
子女的为晚育。因此，生育二孩不属于
晚育范畴，相应晚育奖励的产假将无法
享受。（11月17日法制晚报）

二孩，生还是不生，这是一个问
题。在这里，妈妈们怕的有很多，比如
经济、工作方面的压力以及98天的二孩
产假、谁来照顾的现实问题等。因此，

“全面二孩”政策还未正式出台，网上就
涌现出一片质疑和吐槽声。当然，这里
被质疑和吐槽的不是即将全面放开的
二孩政策，而是对应的二孩福利，以及
可能产生的各种压力。

一方面，摆在妈妈们面前的现实压
力是多一倍的精力要求、大龄产妇的健
康问题、孩子的哺乳和照料以及或紧跟
而来的就业歧视、工作竞争压力问题
等。女性为人类繁衍、社会人口结构调
整做出了贡献，不能有了压力让女人一
肩挑，让女人一边为子女累，一边还要
被权益保障、就业歧视所伤。而另一方
面，企业面对的问题显而易见，可能会

更偏向男性求职者的诉求也合情合理、
理所当然，对此，我们无法单方面要求
企业给予二孩职工更多的福利和关注，
毕竟企业没有为社会全面分担压力的
义务。

二孩不是个人的事，也不只关乎家
庭和企业，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之所
以放开二孩，除了对人类生育权利的尊
重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关系着人口结构、
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给等多个方
面的问题，如此社会和政府就不能置身
事外，而应积极出台调整相关政策，为全
面放开二孩建立共担机制，帮助家庭、企
业和社会共同过好“二孩”关，避免出现

妈妈们压力过大、就业歧视加重、损害女
性就业权益等现象发生。比如，可增加
男性陪产假时间，拉低男女休假福利的
差距，从而降低就业歧视的发生；或可增
加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等缓解家庭经济
压力；给企业提供相关方面的优惠和补
偿，提高企业保障女性权益的积极性，减
轻企业负担等。

全面放开二孩，是一张多米诺骨
牌，它会引发好效应还是坏效应，还需
我们拭目以待。只有社会、政府、企业
和家庭各方面共同合理分担相应压力，
才能使其一路向好，否则或许就是不知
后果的潘多拉魔盒了。

王 琦

关注二孩晚育假，不如建立共担机制

11 月 17 日，人民日报刊发《八〇
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一文，使得
有关对 80 后命运“被坑”的集体吐槽，
再 度 风 行 网 络 ，广 受 关 注 。 文 章 认
为，“那些动辄囊括一代人的抽象怨
念 ，并 不 足 以 概 括 80 后 的 真 实 处
境”。“抽象的概括遮蔽了年轻人的丰
富性与可能性，也掩盖了那些具体而
微却激荡人心的奋斗故事。一代人
或许具有共同的宏观特质，但是一个
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此，而是掌握在
自己手里。”

分析之下不难发现，一方面，对 80
后而言，最大已经 35 岁、最小也已经
26 岁的他们，绝大多数都已走出校园，
迈向社会。在工作上，他们中有的已
经成为行业中坚，有的已经是部门骨
干；在生活上，他们中的多数人都结婚

生子，过上了“上有老、下有小”的生
活。现如今成熟的他们，还会轻易被
贴标签吗？网络上下类似“被坑”的吐
槽，他们还会较真吗？面对房子、孩
子、老人，以及升职、加薪、晋升等种种
压力，他们哪儿敢有懈怠和消极的理
由？所以更可能的情况是，对 80 后命
运“被坑”的集体吐槽，只是吐槽本身
而已。

另一方面，超越 80 后、90 后的划
分，关注并纾解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共
同压力，不是矫情的吐槽，而是现实社
会问题。正如《八〇后真是“被坑的一
代”吗》一文所称的，“生活压力不断增
加、育儿成本水涨船高，这是年轻人必
须面对的生存困境，也是需要着力解
决的民生难题”。因为就 80 后、90 后
切身感触而言，不管是包括高企房价

在内的生活压力，还是大叹“养不起二
孩”不敢生的育儿压力，抑或是为父母
考虑也为自己考虑的养老压力，都是
实实在在的负荷、切切实实的重压。

还以养老为例，尽管文中所称的：
社会化养老的积极推进、“夕阳产业”
的日益发展、“银发市场”的逐步发育，
都 会 在 未 来 减 轻 80 后 的 养 老 负 担 。
但即便是“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统一由 55 元提高到 70 元”，但也无法
改变“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养老金中
位数是新农合养老金中位数的 33 倍”
的巨大差异。所以，还是那个说了很
多遍的问题，如果大而言之的养老保
险制度改革，不足以承载所有公众的
养老期待，那么，诸如此类的 80 后吐
槽的“被坑”之惑，同样不能被有效纾
解。

2013 年 5 月 14 日，《人民日报》刊
发《莫让青春染暮气》一文时称，扫除
笼罩在社会上、徘徊在青年人心头的
暮气，需要社会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
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
广阔的上升空间。诚如斯言，纾解 80
后“被坑”之惑，固然需要重塑“奋斗”
的价值观，固然需要点燃包括 80 后在
内的所有年轻人的努力与热情，但与
其指责对 80 后命运“被坑”的集体吐
槽，不如在一些领域和层面更多疗救

“时代病”，不如以更多制度完善、改
革推进，努力排遣年轻一代的现实压
力。

说到底，如果作为社会中坚一代
的 80 后自感压力重重，社会各界也承
认这种压力重重，那只能说明，制度减
压、改革减压已刻不容缓。

李 记

纾解80后“被坑”之惑还需改革发力

近日，关于孩子作业的话题再一
次进入了热搜榜，有人感叹一二年
级的数学题太难，也有人抱怨作业
太多体育锻炼太少，还有人为凌晨
赶作业导致猝死的学生唏嘘不已。

11月10日早上，河南省南阳市
十三中学九年级学生云博因心脏骤
停晕倒在早读课堂上，120赶到时已
无呼吸。父亲回忆，孩子头天晚上
写作业到 12 点多，早上 6 点多起
床。父亲发文忏悔：每天睡眠那么
少，还无形中增加你的学习压力，更
不该面对你的累过多鼓励你做坚强
男子汉……

孩子做作业困难、学习压力重，
是孩子天赋不足，还是学校或家长
的责任？

下期话题：作业做完了吗？欢
迎参与讨论。

书面来稿请寄本报专副刊部。
电 子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字样，也可登录《鹰城网事》论坛“百
姓话题”板块或加入“读者之声”
QQ 群（322625303）讨论，截稿日期
为11月26日。 （刘思鸣）

作业做完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