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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买
组”并非不消
费、省钱，而
是不被消费
主义裹挟，注
重实际需求，
过物尽其用
的生活。

文┃陈广江

“双十一”的第一波快递已开
箱，第二波紧接着安排上，购物狂
欢早已从一天延长为一个月。在
这个各路商家使尽浑身解数的大
促氛围中，不买点什么仿佛就“错
过了一个亿”。然而，在“买买买”
的声音充斥之时，却有一群人说

“不要买”。它来自某社交平台的
“消费主义逆行者”小组，有近 30
万人，他们尝试对购物这一行为
进行反思与审视。

与数以亿计的“剁手党”相
比，加入“不买组”的年轻人无疑

是渺小的存在，在声势浩大的“双
十一”和大行其道的消费比拼面
前，这些“逆行者”显得“势单力
薄”。但他们的声音值得倾听，他
们存在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对抗潮
流，而在于传递一种“人间清醒”。

当然，“双十一”是消费升级
的助推器，也是经济活力的晴雨
表。但这些年来，有关“双十一”
弊端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歇。就
消费者而言，跟风消费、盲目消
费、攀比消费、借贷消费等非理性
行为，不仅掏空了一些年轻人的
腰包，也不同程度绑架了他们的
消费心理。

各路商家深谙此理，针对年
轻人喜欢圈层文化、兴趣多元、崇
尚个性、热衷社交等特点，制造出
各种噱头，使出十八般套路，让年
轻人在“买买买”中得到最大程度
的心理满足。

在“买买买”的狂欢中，部分
年轻人选择说“不”。加入“不买
组”的人，有践行极简主义的，有
单纯为了省钱的……其中，不少
人都曾是“购物狂”。据报道，“不
买组”想要表达的意思并非不消
费、省钱，而是不被消费主义裹
挟，注重自己的内心和实际需求，
过物尽其用的生活。

钱是赚出来的，也是省出来
的；挣钱不易，花钱也要保持理
性。现实中，因盲目跟风消费而
陷入困境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代
价之大、教训之痛有目共睹。

近年来，对于诱导消费、套路
营销等乱象，相关部门也加大了
监管力度。从长远看，盲目跟风
消费撑不起消费升级的未来，活
跃、时尚、理性的年轻人群体才是
消费升级的内生动力，别一再过
度透支他们。

近 30 万年轻人加入“不买
组”，意味着他们开始停下来思
考，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不买组”举起“双十一”理性消费大旗

今年“双十一”，“买买买”的热度，
还不如带货一哥李佳琦的“学历门”高。

李佳琦被选为上海浦东新区第
198选区的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细心的
网友在公示材料里发现，李佳琦的学
历为高中。李佳琦不是南昌大学毕业
的吗？怎么又成了高中生？

这几年，学历造假对明星的杀伤
力可是相当强，李佳琦能迈过这道槛
吗？南昌大学很快回应：李佳琦在学
校学习、生活近 4 年，因工作原因提前
离校，予以结业。

仅从李佳琦与南昌大学的关系
上，怪不得他。在南昌大学的官方微
博中，李佳琦多次以校友身份出现。
身为电商和直播时代的佼佼者，南昌
大学以李佳琦为骄傲，这是常理。李
佳琦不予否认，且以南昌大学学生自
居，与母校相呼应，也是常情。

再说，在新经济时代，英雄不问出
处，也不问学历。凭本事在电商界立
足，将线下实体与线上消费嫁接，而且
干得还不错，对经济蓬勃发展颇有贡
献，就是大学没毕业又如何？谁还在
乎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中途辍学？

互联网经济时代，就业甚至成功
门槛大大降低，出身和学历对价值创
造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你结合自身特
长努力工作，就能得到社会奖赏，这是
劳动致富在新时代的新表现。

李佳琦说过：“不要因为我工作努力
而心疼我。”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经济时
代，学历依然很重要，但努力才是王道。

李佳琦无须用学历证明自己

今年的极端天气不仅多而且叫
人猝不及防，连雪都比往年来得要
早一些。新华社为此发文：立冬已
过，寒潮来袭，北方多地降暴雪，能
源保供进一步引发关注。家里暖气
足不足、炕头暖不暖，衡量的是能源
保供工作质量，影响的是百姓“温暖
指数”。

11 月 8 日，平顶山热力集团通
过媒体发布今冬鹰城供暖情况，特
意提到：因气温骤降，将于 11 月 14
日启动集中供热，比往年提前了一
天。

提前一天！评论区炸了锅。网

友纷纷吐槽：“提前一天也好意思
说？”“河南话：真大方啊！”

网友不买账，是因为热力集团
欠的“历史账”较多，正如网友在评
论区里揶揄的：“停的时候，一停就
是三五天，又是故障又是检修。”“6
号机组，请你争气。”“提前不是重
点，重点是温度。”

往年，总是在最冷的时候，供
热设备出故障，倒是过了年气温回
升，热力开得很足。谁也不想设备
出故障，凡事皆有原因，但在天气
最冷的时候暖气不给力，却也是客
观事实，难怪大家拿“提前一天”来

吐槽。
不过，让我说，不妨对热力集团

的表态宽容以待。今年，我市热力
“汽改水”工程如火如荼，必然为今
冬供热开启新局面。既然有关负责
人连“提前一天供热”都愿意拿出来
予以强调，相信他们在今冬的供热
期内会格外尊重供热时间。

新华社发文称，保障群众温暖
过冬既是一项民生任务，更是一项
幸福工程，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保
障民生。今年冬天，鹰城市民的

“温暖指数”，就看三家供热公司的
了。

尊重供热时间

要不是南昌交警执法刚正不
阿，“yu wei”会不会是另一个李刚，
犹未可知。

11 月 6 日，江西电视台都市频
道联合南昌交警进行“夜查酒驾”直
播，一个开着玛莎拉蒂的孙姓女子
涉嫌醉驾被查。然而，孙某拒不配
合吹气检测，甚至冲交警喊：“你把
yu wei叫过来！”

“yu wei”是谁？仅从孙某的语
音，很难准确判断是哪两个汉字，全
国媒体和有关部门只好用“yu wei”
代替。

玛莎拉蒂、醉驾、“yu wei”，而

且孙某态度蛮横，加上是直播，这段
视频想不火都难。

交警执法相当硬气，“叫谁来都
没用”，“你说出任何人的名字，都是
在害TA，你不要坑害任何人。”

这句话不仅是警告遇事就找人
脉和关系的孙某这类人，也是在警
告那些“人脉关系”：涉嫌违法的事，
少来掺和！当然，交警的刚正不阿，
也树立了警察严格执法的形象，维
护了法律尊严。

11 月 9 日深夜，南昌市公安局
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结果：全市公
安 系 统 共 有 6 名 姓 名 谐 音 为“yu

wei”的民警，他们均与孙某不认识；
在孙某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也
没有任何人过问、插手、干预；孙某
也不认识名叫“yu wei”的人，现场
那样说只是为了规避、减轻处罚。

按说这事已画上了句号，但媒
体又发现，自该事件发酵后，“夜查
酒驾”节目停更至今。这又给公众
提供了议论空间。对此，人民政协
报旗下的栏目《一尘怎么看》追问：

“南昌直播交警查酒驾的节目，还能
恢复吗？”

“yu wei”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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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期
通过互联网监测发现12款电商购物类移
动应用存在隐私不合规行为，违反《网络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规定，涉
嫌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这些APP包括
《义乌购》《多点》《一分钱》《Cloudo
棵朵》《今天买买》等。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提醒
广大手机用户谨慎下载使用违法、违规
移动App，同时认真阅读App的用户协
议和隐私政策说明，不随意开放和同意
不必要的隐私权限，不随意输入个人隐
私信息，定期维护和清理相关数据。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这些电商类APP
会悄悄偷你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