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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更追求性价比

反向消费，顾名思义，是与传统消费模
式相反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就像一个
逆潮流现象，人们不再选购那些昂贵的商
品，更倾向于二手商品、共享服务、以租代
买等形式，呈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环保、经
济的消费观念。

作为一名业余的美妆博主，“95后”的
郑雅婷酷爱消费。刚参加工作那两年，没时
间娱乐，消费成了让她迅速获得快乐的方
式。每个月工资到手，她便开始上网买买
买，很多化妆品眼睛眨也不眨就下单了。

“买口红是我的一大爱好，最多的时
候，抽屉里有100多支。”郑雅婷说，后来衣
服也越买越多，装衣服的地方从衣柜蔓延
到椅子、桌子、床，甚至地上，“有些衣服一
年都穿不到一次，买来的护肤品永远用不
完，剩一大半放在化妆台上。”

从今年开始，郑雅婷改变了。她不再囤
口红、护肤品、衣服，把消费控制在只买生
活必需品，比如牙膏、洗发水、纸巾、洗衣液
等。如若需要，她就上网比价、搜同款，然后
各个平台都对比一下，找最便宜的那个买。

走访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同郑雅婷一
样，原本疯狂买买买的消费欲望悄然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理性、节俭、性价比——他们
开始了“反向消费”。

为吸引消费者，东新四路某商超从傍
晚开始经常做各种打折促销活动，而26岁
的张密自称是个典型“吃货”，她就经常在
下班后到这里“淘便宜”，观察她喜欢吃的
东西是否有优惠活动。

“以前我都是追新品、认品牌，后来发

现对我这种馋嘴猫来说，那种方式很不划
算，多花钱也并不能吃到满意的零食。”张
密说，有做活动价格低就多囤一点，这样能
省下不少钱，经常还能淘到品质不错的食
物。

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很多年轻人没
有意识到这就是一种“反向消费”行为，但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消费想法在发生改变。
以前多数年轻人更关注品牌、价格、消费
感，而现在更关心实用性、性价比，更关心
值不值得买、买了有没有意义。

“以前在各种消费营销的影响下，会忍
不住买买买，时间长了，发现并没有给自己
带来更多幸福感，甚至买了不少没用的产
品。现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货比三家，
反而觉得购物有了更多的满足与快乐。”郑
雅婷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买卖二手物品成潮流

既是买家，也是卖家，“90后”女孩小敏
在双重身份中体会到了二手买卖的意义。

小敏是一位新手妈妈，去年生下宝宝
后，空闲时逛逛母婴二手交易平台，淘一淘
孩子所需用品成了她的习惯。经过反复比
价和细细斟酌，最近她在常用的一家二手
交易平台拍下了一辆婴儿脚踏车。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人，
前两年开始，循环经济、二手交易‘风很
大’，我怀孕后对母婴产品就比较感兴趣，
一番了解后，我发现有些母婴用品性价比
很高，就逐渐养成了买卖二手的消费习
惯。”小敏表示。

二手交易带给新手妈妈小敏的不只是
性价比，还有意外的“惊喜”。

几次交易后，小敏发现，随着孩子的长
大，很多母婴用品已经用不到了，自己买的
都是品牌商品，还能循环利用。于是，她开
始尝试将用不上的东西放在平台寄卖，从
买家变成卖家。今年初，她成功卖出的第一
件商品，并获得了50元的回报。

除了经济回报，二手交易的环保属性，
也让很多像小敏这样的年轻人甘愿“入
坑”。

今年29岁的小邓，对时尚的东西特别
感兴趣，一番了解后，他发现像二手包包这
类商品的性价比很高，就逐渐养成了买卖
二手商品的消费习惯。

常在二手交易平台挂出自己不想背的
包包，后来小邓发现，有时他收藏的一些商
品十分抢手，不及时下单就会被抢光，有时
他低价买入的一些商品，过了一段时间，系
统就会提示他这个商品价格上涨了。“原来
循环时尚的商品是存在升值空间的，二手
也并不一定就会贬值。”小邓说。

省钱成了习惯，小邓也不再像以往那
样经常更换新款手机，而是觉得手机实用
就好，目前使用的这部手机是年前自己在
二手市场淘来的。2021年的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有43.7%网民用户经常使用二手电商
平台，其中二手电商用户购物原因调查显
示，价格较为便宜的原因占比最大，达
70.4%，而在综合类二手电商APP用户中，
25岁至35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42.3%。

在二手手机卖场工作的陈先生表示，
当下年轻人在购物时，会更加注重产品的
性价比和环保程度，选择那些符合自己需
求并且环保、健康、安全的商品。尤其在手
机市场，不少年轻人选择购买二手手机，既
满足了使用需求，又能够减轻自身经济压

力，同时为减少资源浪费、减缓环境压力作
出了贡献。

消费观念更成熟

无论是实体店铺还是网络平台，铺天
盖地而来的是劝你买买买的信息，很多年
轻人容易被“种草”，而近两年却出现了“人
间除草机”，负责花式劝退，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年轻人理性消费。

打开某社交平台，记者发现一条帖子，
有网友晒出犹豫不决想购买裙子，紧接着
便有一些网友充当“除草机”给出意见，劝
说对方谨慎购买：“钱存起来不香吗？”“你
这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去看看银行卡
余额！”“生活的负担不够重吗？还要衣服来
加码？”……发帖人购物热情瞬间丧失，表
示收手。

刚入职某公司的郑序析长期“潜水”在
“拔草组”，他表示“拔草组”中不少求“劝
退”的网友，是学生以及初入职场的年轻
人，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且求“劝退”
的物品多为衣服等非必需品。

“在购物时，不要因为打折、促销就盲
目购买，做到心中有数。投资自己总是最值
得的，如阅读、学习、健身等，这些都可以提
升自己的内在价值，让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和有趣。”郑序析表示。

走访中，不少年轻人也认为，“反向消
费”反映的是一种务实的生活态度，虽然消
费支出减少了，但能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
不会降低，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是成熟的
表现，同时年轻人减少消费支出的现象，更
多的是对现实情况的理性考虑和对未来的
慎重规划。

月销过万的外卖店铺，无法根
据平台注册地址找到实体店铺；平
台展示的沿街店铺，实为“藏在”
美食城一角的小窗口；网上店铺图
片环境干净卫生，实地探访卫生状
况堪忧……“外卖店铺看似大门店
实则小作坊”“你点外卖会在意店
铺环境吗”“原来外卖店铺照片可
以造假”等话题近日在社交媒体平
台引发热议。（8月11日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当下，外卖已成为人们触手可
及的消费选择，无论是皮脆肉酥的
烤鸭、香辣可口的川菜，还是令人
垂涎欲滴的甜品奶茶，只需轻点几
下手机，美食就会飞奔而来。然
而，在这个美食的世界中，却悄然
滋生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外
卖店铺的虚假宣传。这些店铺为了
吸引消费者，在平台上展示出一张
张诱人的照片，但实际情况却与之
大相径庭。有的店铺甚至完全是虚
构出来的，根据平台注册地址根本
找不到实体店，费尽周折终于找到
后才发现连正规档口都没有，只是
躲在地下室的一个小作坊，简直就
是在忽悠消费者。

这些外卖乱象频发，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消费者越来越注重
店铺的口碑，店铺照片和评价成为
其选择外卖的重要依据；二则店铺
租金和经营成本不断攀升，这使得
一些商家陷入经营困境。为了吸引
消费者，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生存
下来，他们选择“退居幕后”，将
实际的店铺设在偏僻的角落，而在
外卖平台上借假照片虚张声势、掩
饰门面。

但无论有何种“苦衷”，店铺
照片变“照骗”，小作坊冒充大门
店，都难言不是对消费者的极端不
负责，严重威胁“舌尖上的安
全”，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欺诈，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
权，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要治理“造假外卖”乱象，将
食品安全“晒在阳光下”，必须完
善相关立法和监管。目前，我国已
陆续修订和出台了食品安全法、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
法》等法律法规，各地也持续开展
外卖食品监管立法工作，建立起相
对完善的网络餐饮监管体系，加大
对不合规商家的惩戒力度。

“造假外卖”也折射出平台责
任缺位。外卖平台本有义务制定统
一规范、审核准入资质，对消费者
食品安全负责。可一些外卖平台在
审核环节存在巨大漏洞，让不法商
家与中介有机可乘。针对这些问
题，外卖平台要全面自查，尽快提
升合规能力，严格审核商家提供的
入驻材料，确保从业许可信息完整
真实有效，同时畅通举报渠道，积
极受理消费者投诉，调查取证后及
时处置，将虚假宣传等乱象扼杀于
萌芽状态。

从监管现状来看，外卖店铺数
量庞大，难免出现漏网之鱼，探索

“互联网+监管”模式，敦促商家配
备“明厨亮灶”设备，实行360度无
死角监控，让不卫生的后厨变成安全
达标的阳光厨房，显得颇有必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
外卖愈趋普及的时代，食物的安全
与品质始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只
有各方协同发力，推动形成入驻资
质审核、生产制作、运输配送以及
消费者反馈的监管闭环，我们才能
够构建一个透明、安全的网络餐饮
环境，让消费者真正放心地享受到
外卖带来的便捷。

外卖不该成了
虚假宣传重灾区

●孔德淇

反向消费
成为年轻人的新潮流
●本报记者 郑丽萍 文/图

“前年囤的面霜，今年还没用完，马上要过期了。”“看到优惠
就想剁手，后面发现根本用不上，丢了可惜，留着又占地方。”“经
常被商家套路，买来没什么用，几元钱又懒得退了”……在年轻
人一声声吐槽中，如今“谨慎买、断舍离”的消费新风悄悄刮起。

当下年轻人回归理性消费，放下以往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现在更加注重省钱，尽可能地让品质生活“更划算”。不得不说，
开启“反向消费”的年轻人，消费观念更趋成熟。

“自从山羊相继病死后，损失太大了，
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还好有保险理赔，
不然我又得倾家荡产了。感谢国家的好政
策！”8月10日上午，在尤溪县中仙镇华阳
村，吴光锡收到9.2万多元的产业帮扶保
险理赔金后，总算松了一口气。

吴光锡今年 61 岁，双下肢患有动脉
粥样硬化，行动迟缓。多年来，为治疗腿
疾，他花费了20多万元，还欠下一大笔债
务，因此曾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我腿脚不好，又没有技术，找不到活

干。看到村里有人靠养羊赚到钱，我就想
试试。”2018年，在当地扶贫办的帮助下，
吴光锡申请到一笔 5 万元的贫困户扶贫
小额信贷，养起了30多只山羊。

在县乡镇技术人员以及村民们的帮
助指导下，吴光锡第一年养羊就卖到了好
价钱，还了5万元信贷。自2019年起，他还
获得了产业扶贫资金共计1.7万多元。利
用帮扶资金，他扩建了羊舍，山羊数量也
逐年增加。

在生活开始好转时，今年 7 月中

旬，吴光锡养的74只羊却莫名患病相继
死亡。

得知消息，尤溪县乡村振兴局等部
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经专业
部门抽样检测核实，确认羊群得了羊布
氏杆菌病。随即，专业人员对羊舍及其周
围进行环境消毒，无害化处理病死羊群，
并建议吴光锡要重新选址建羊舍养羊。

“吴光锡参与了脱贫人口产业帮扶保
险，所以，接到报案后，我司第一时间组织
工作人员到现场查勘，核实定损，确认属
于保险责任后，协助其整理相关材料，启
动快速理赔流程。”人保财险尤溪支公司
主管陈晓春说。

2021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福建省过渡期脱贫人口产业帮扶保
险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对脱贫人
口实施的农业产业项目，做到产业帮扶保
险政策全覆盖，实现应保尽保。为增强脱
贫户产业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尤溪县加大
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对接保险公司，扩大
产业保险保障范围，提高脱贫户参保积极
性。在疫情防控期间，按照省、市、县、农户

59%、21%、18%、2%的比例缴纳保费，大大
减轻脱贫户自费负担。

“2%的保费是由村里帮助缴纳的。
今年上半年，有10多只羊意外死亡，我
就获得了1.6万多元的理赔款。现在，又
拿到了 9 万多元理赔款。有了这笔钱，
我又能重新养羊了！”吴光锡感慨道，

“我还有 10 多万元的债务要还，养不了
羊的话，就真的还不了债了。多亏了党
和政府的帮助！”

“通过‘保险兜底’的方式，能极大降
低脱贫户返贫风险，切实解决脱贫户产业
发展后顾之忧，调动继续发展产业的积
极性，从而使脱贫户养殖实现从‘不能
养，养不起’到‘主动养，养得起，养
得好，能致富’的巨大改变。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帮助脱
贫户致富。”尤溪县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
杨永星说。

今年以来，尤溪县脱贫户产业帮扶保
险投保达 371 户，保费总额 14.2 万元，风
险保障达 378.28 万元，已为 10 户脱贫户
支付理赔款13.76万元。

以保帮扶，产业发展路更稳
●本报尤溪记者站 肖 丹 通讯员 林 红 文/图

在保险公司

工 作 人 员 指 导

下，吴光锡（左）

查看理赔金到账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