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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界的年度“汇演”双十一大战在一片期待中盛大启
幕。各大品牌蓄势待发，消费者们也睁大双眼寻求这场年度
盛典中的最大优惠。到今年，“双十一”刚好走过11年，时至今
日，“双十一”俨然成为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也成
为消费者每年殷殷期待的约会。无论是“买买买”引发的抢
单，还是“停不下来”的快递小哥，都让“消费”这个词显得如
此动人心魄。

“双十一”前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电商平台、实体
商家都在厉兵秣马，积极备战。记者还采访了数位“双十一”
的忠实粉丝，有人在忙着领喵币、组队“盖楼”、抢红包、看直
播；有人在忙着往自己的“购物车”里放东西，进入“疯狂剁
手”预热状态。同时，还有的人对今年的“双十一”仍在持观望
态度……

“双十一”促销线上线下齐发力
购物津贴、店铺红包、优惠券、超级秒杀……据了解，“双

十一”期间，以天猫、京东、苏宁为首的电商平台大力度的打
折优惠活动层出不穷，营销手段也不断“升级换代”，使得消
费者自身获得实惠的同时，也将“双十一”的影响范围不断扩
大。

家住恒生阳光城小区的胡女士从2010年开始参与“双十
一”购物狂欢。“当时刚有孩子，出门逛街不方便，在网上买了
很多婴幼儿产品。”胡女士说，今年已是她参与“双十一”狂欢
的第十个年头，对“双十一”已经有了一种情结。这一阵子只
要一有闲暇，她就会上网找优惠商品，大多都是衣服、鞋子、
卫生用品、化妆品等。打开胡女士的“购物车”，可以看到鞋服
类、日用品、化妆品、儿童类等多达42件，合计8064元。

“‘双十一’要买的东西要提前放入购物车，要不然可能
就抢不到了。特别是优惠力度越大的东西越难抢，我这次买
了两个电话手表，‘双十一’当天比平时便宜300元，扫地机
器人也便宜了300元，这些大件要先付100元定金，‘双十一’
当天再付尾款。”胡女士说，她算了一下，自己买这些东西能
优惠2000元左右，现在显示的价格是优惠之前的，等到“双
十一”当天付款时，还需付约7000元。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不少市民的“双十一”购物车被塞得满满当当，并且种类五花
八门。

电商的促销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线下的实体店也不甘示
弱。1 1月9日，记者走访了城区几大商场发现，服装店铺、超
市、健身房以及销售床上用品的店内都挂满了“全年最低
价”、“秋装五折，冬装七折”、“喜迎双十一”等折扣信息的海
报。据万达广场某童装的销售人员陈丽介绍，为了与电商抢
市场份额，她的店铺“双十一”的活动从10月中下旬就开始
了，并且优惠将会持续至11月下旬。

“‘双十一’前后，我们线上线下活动力度差不多，但是到
店里购买可以上身试穿，顾客可以买到更合适的衣服。”皖西
路某品牌服装店铺的老板表示，她们销售的这个品牌在网上
也有相应的店铺，往年网上活动力度比较大，来店里的顾客
很多会对比价格，出现“望价却步”的现象，今年她们吸取往
年的经验教训，在“双十一”期间与网上店铺同步推出相同的
活动。

面对“套路”消费者直言“太难了”
关于历年“双十一”的种种“套路”，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有人吐槽：今年“双十一”的主题词是“难”，规则太难，花样太
多，没点“奥数功底”基本算不明白，很多资深剁手党都感觉

智商“不够用了”。定金、红包、购物津贴、叠加减免……这些
简直就是难度堪比高等数学的优惠计算题，怎么算也算不明
白，实在烧脑到崩溃。但是，为了买到最低价，很多人还在紧
盯着屏幕、两眼放光、锲而不舍地凑了一件又一件，不少人直
呼“我太难了！”

今年的“双十一”优惠活动层出不穷，“不止五折”、“仅限
当天”等博人眼球的促销广告成功地刺激着每个消费者的神
经，“让我们觉得好像再不去买就要后悔到明年的‘双十一’
了，但是要搞懂这些优惠规则太伤脑筋了。就拿最常见的满
减活动，满减中又包含着本店铺满减和跨店铺满减。简单粗
暴的直接打折，这种活动已经很难见到了。买个几百块钱的
东西，得花好长时间研究各类规则！”市民陈岚对于这些商家
规则觉得十分心累。

“儿子爱吃油炸食品，为了健康，打算买个一千多元的空
气炸锅，一直放在购物车里，就等着‘双十一’便宜一点，可复
杂的规则，真把我绕晕了。之前这款商品做‘聚划算’，只要
999元就能买到。想想‘双十一’快到了，应该会更便宜就没
出手。现在店铺又出了‘双十一’规则，要先付100元定金，付
尾款能立减100元，然后再领店铺优惠券，再叠加优惠津贴，
因为是满400减50，我为了更划算点，我还要接着凑单买其
他的东西，感觉天天逛淘宝都要带个计算器。”孙茜苦笑着跟
记者说道。

透过双十一“新玩法”看新零售
“双十一”堪称电商行业最令人瞩目的创造之一。2009

年11月11日，首届“双十一”5000万元的销售额，让传统商超
第一次感受到了潮水般的压力，也让电商平台在每年的“双
十一”这一天里有了一个展示力量的舞台。“双十一”走过的
十年间，一直意味着销量、奇迹和狂欢。

今年“双十一”预热毫不意外地早早开启，但围绕“双十
一”的话题，却不再是奇迹和优惠，各类社交媒体上充满了对

“套路”的厌倦和警惕消费主义的提醒。不难看出，过度浮夸
的口号已经很难唤起消费者当年的热情。但不容否认的是，
作为传统概念的“双十一”已完成了最初的使命和期待，它帮
助电商平台击败了线下商超，抢走了实体零售的“蛋糕”，让
购物的重心从线下转入线上。

今年“双十一”有什么变化，有人认为，最大的变化是新
入场的“选手”带来了“新消费”的反思。在传统电商节日的舞
台上，潜藏着“新零售”和“新消费”两种理念的角力。

最近网络上最近流传比较火的一句话，相信许多人都不
陌生：逃得过李现、朱一龙的颜值杀，却逃不过直播间里李佳
琦“所有女生”“买它！买它！买它！”、“oh my god”和薇娅

“这个我自己都要抢的，5，4，3，2，1！”的“蛊惑”……
“这一段时间里，我已经被直播平台洗脑了，每天都买买

买，根本停不下来。”在一家企业上班的周女士告诉记者，“双
十一”前夕，许多品牌都在淘宝直播平台上做了优惠力度较
大的活动，因此，她每晚都要抽一段时间来刷手机，观看直播
下单，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

从薇娅、李佳琦这些风靡一时的“带货王”不难看出，在
短视频、直播、社交等领域的尝试，都在发现、创造新需求层
面做了更多努力。比如，短视频、淘宝直播、购物社区等内容

平台都在通过运用各类手段，对用户需求进行了深度挖掘。
从“如何卖出更多的货”转变为“如何帮消费者找到最合适的
商品”，不得不说，这种“新玩法”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
鸣”，最终也必将产生令人惊叹的零售奇迹。

不知不觉,以购物为名的“双十一”已走到第十一个年头。这个由光棍节演变而来的购物狂欢节，引爆了电商的市场潜
力,参与了支付手段的迭代更替,见证了消费升级的生动场景。经过多年爆发式增长，“双十一”已成为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
盛事和众多网购族翘首企盼的一天。今天又是“双十一”，你会参与购物狂欢吗？或许你会嘴里说着算了吧，但是购物物车里
早已添加了心仪的商品，因为习惯早已成自然。

又是一年““双双十十一一””，
今年你还会买吗？

本报记者 桑宏 汪娟

(一)预购骗局
套路：许多商家为了给“双十一”造势预

热，会提前“预售”商品，以更大的优惠吸引
消费者。骗子就利用了这个机会，以“预售”
为诱饵发送木马链接，骗取消费者的定金。
提示：慎点不明链接，有关“双十一”的

信息不要轻信。同时在手机上安装杀毒软
件，为自己创造安全的上网环境。
(二)虚假红包骗局
套路：各大电商平台会以派发红包的形

式，为促销活动预热。有不法分子借机在微
信朋友圈、微信群等平台，派发虚假“双十
一”红包，诱骗大家点击，套取银行账号等个
人信息。
提示：慎点红包领取链接。如果发现点

击了木马链接，应第一时间关闭手机网络，
修改网银、支付宝等重要账户密码，并通过
安全软件查杀木马病毒。
(三)虚假客服骗局
套路：在“双十一”的抢购高峰时段，因

为操作人数多，难免会出现网页打开慢、网
银交易迟钝的情况，不法分子会趁机以支付
系统出现问题为由，骗买家登录某钓鱼网
站，利用激活订单或者退款等理由，骗取受
害人打款。
提示：当听到“激活订单”等字眼的时

候，基本可以断定对方就是骗子了。
(四)退款骗局
套路：双十一过后，不法分子常以“退

款”或“退货”为由假扮客服，要求消费者点
击其提供的“钓鱼网站”链接，盗取持卡人的
银行卡密码及动态验证码。
提示：谨慎对待自称网购客服的电话或短信，切莫泄露

银行卡账号、户名、动态验证码等信息。
(五)中奖骗局
套路：“双十一”后，很多人会收到一些商家的中奖信息，

而这些信息发来的网站链接地址，很可能会让手机或电脑感
染上木马病毒。

提示：收到中奖信息后仔细核实，最好是能直接和卖家
联系以确认消息。
(六)快递骗局
套路：不法分子会从非法渠道获得客户信息、假快递单

等，随后冒充快递员提前联系受骗者，把假货送到消费者手
中，称“货到付款”以骗取钱财。
提示：签收包裹前，务必按官网的信息核实对方身份，并

确认是否是自己的包裹。在取货之后，记得把自己的个人信
息从包裹上抹去，避免个人信息泄露。
(七)信用提额骗局
套路：“双十一”期间，因现阶段资金无法支撑其暴增的

购买力，不少人想方设法提升花呗或信用卡额度，而这正给
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不法分子通常会冒充花呗或银行客
服，谎称可以提升信用额度，继而以支付“服务费”为由，诱导
网友扫其二维码支付，从而实施诈骗。
提示：切勿轻信网络上关于提高花呗、信用卡等透支额

度的信息。提高透支额度要经过严格审核、提供相关证明，并
且不会额外收取费用。(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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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一群摄影师在金寨县沙
河乡干部引领下去拍银杏王，途经该乡
西河村丁家湾时，一片簇拥而立、高大挺
拔、斜阳下绚丽迷人的古树群瞬间吸引住众人
目光。
这是一处麻栎古树群，在200米范围内的山坡

上，疏密有致地矗立着18株百年以上的老麻栎。其中
一株麻栎树胸径1 . 9米、干高16米、冠幅约14平方米，
树龄约为800年。
该麻栎古树群位于丁家湾村落四周，保存完整、
保护良好，具有古老性、独特性、原生性和珍稀性，
能典型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审美价值、科学
价值、旅游价值俱佳。
麻栎又名栎、橡碗树，落叶乔木；树皮深灰褐
色，深纵裂；幼枝被灰黄色柔
毛，具淡黄色皮孔。叶
片形态多样，通常为
长椭圆状披针

形，顶端长
渐 尖 ，
基部圆
形或宽楔形，叶缘具刺芒状锯齿，
叶片两面同色。壳斗杯形?，包着
坚果约 1 / 2，小苞片钻形或扁条
形，向外反曲。坚果卵形或椭圆
形；花期3-4月，果期翌年9-10
月。

张光照 翟长亮 文/图

金金寨寨再再现现古古树树群群

物流太慢等到心碎、囤货太多几年用不完……相信
很多人在每年“双十一”之后都曾遇到这些类似的尴尬
场面。虽然如此，每年临近“双十一”，大多数人还是会
默默地把自己的购物车填满，想从这场年度购物盛典
中获取最大的优惠。
在面对电商平台如潮水般涌来的一年一度的“特大

优惠”，消费者难免会产生购物冲动。然而现实情况是，
很多商品购买之后就没有实际用处，造成了浪费。所
以，在购物前，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
么。谨慎选择，购买“刚需”，才不至于产生许多不必要
的“鸡肋”。另外，购物时还需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攀
比。要根据自己的收入量入为出，同时也注意货比三
家，比较一下不同店铺之间的价格和优惠，在质量
符合自己预期的情况下去节省开支。
除了谨慎选择、量入为出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在购物时还是要保持警惕，防范网购风险。消
费时，不要轻易被所谓的低折扣迷惑，防止价格猫腻；
同时保存好购物凭证，一旦发生消费纠纷，要第一时间
与卖家或购物平台联系解决。
总而言之，只有理性面对“双十一”，不盲目、不跟

风，才能真正从这场年度盛典中得到真正的实惠，从而
让消费更有价值。

保持理性 不“狂”才欢
桑宏 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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