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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购物节10月14日启动预售，相较往年提
前了整整10天。面对“史上最长‘双十一’”，各大平台

“卷”得火热，但不乏消费者吐槽，促销玩法依旧如同“考
奥数”，只看规则就已晕了。

作为全球最大的购物狂欢节，“双十一”已走过15个
年头。电商平台的活动规则，也从早年间直截了当标折
扣、给补贴，朝着日渐复杂的方向发展。从预售价、券后
价、“定金+尾款”价等不同价目，到“盖房子”“养动物”

“打擂台”等拉新任务，再到购物券、消费券、店铺券等补
贴手段，漫天的花活儿，硬是把优惠玩成了一门玄学。
而随着直播带货的火爆，主播直播、品牌自播等也一拥
而上，这间“全网最低价”、那间“跌破地板价”，吆喝的声
量确实更大了，可究竟谁性价比高却让人更迷糊了。

规则繁琐的吐槽一年接一年，各大平台及商家为何
依旧拒绝减负？细究起来恐怕因为，复杂的促销规则，
本就是商业策略之一。经济学里有个说法叫“价格混
淆”，是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家会增加价格计算的
复杂程度、提高各处比价的难度，为消费者制造价格优

惠的假象。面对眼花缭乱的购物计算题，云里雾里盘算
解法的消费者，听到“倒计时”“上链接”“准备抢”等等，
很可能陷入下单冲动。与此同时，翻新玩法、增加趣味、
强化社交，多少也有吸引更多人群、制造全民狂欢的意
图。某种程度上，历年的购物狂欢，离不开平台与商家
对消费者心理的精准洞察。

但年复一年、节上加节，在网络购物中沉浮已久的
消费者也在走向成熟理性。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定好闹
钟下单着实“上头”，但很多时候买回来的却是并不需要
的商品。二则，货不对板、明降暗涨等常见问题，也会让
人对五花八门的促销套路倍感倦怠，最终影响到消费意
愿。面对这种心理，现货开卖、取消预售环节或更新价
格管理规则等删繁就简的尝试，反而更容易拉好感。

在网购竞争走向“下半场”的今天，能在多大程度上
倾听用户心声、提升用户体验，决定着一家企业能走多
远。过节也好、活动也好，怎么让消费者更顺心，才是平
台要“卷”的关键。

高源 来源：北京日报

“双十一”何时不再“考奥数”

近日，在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街头，一辆轿车因
司机突发疾病而失控在街头横冲直撞，与多辆车发生
剐蹭。危急时刻，杜志军驾车死死顶住失控的轿车，
防止其撞向人群，成功避免了一场重大交通事故。事
后，杜志军轿车的生产厂家联系他，为他的车辆进行
维修，并奖励他一台新车，作为对社会正能量的鼓励。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据杜志军介绍，当失
控的黑车撞上他的车子后，坐在后排的妻子吓蒙了。
现场围观的群众为了他的安全，都劝他向后倒车。当
时出事黑车车轮不停旋转，并冒出黑烟，妻子担心车
辆起火，叫杜志军赶紧下车。可是，为了确保自己的
车子能挡住黑车，杜志军还是坚持留在了自己的车上。

虽然没有亲历现场，但看着视频中的黑车所冒出
的浓烟，很多人隔着屏幕都心惊肉跳。车辆碰撞之
后，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趋利避害是人之常
情，面对突发危险尽快脱离险境是人的本能反应，可
杜志军不顾个人安危，手刹和脚刹并用死死顶住事故
车辆，可谓是退伍不褪色，彰显了人性的光辉。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和老党员，我应该这样做。”

事后谈起这惊险一幕，杜志军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但正是这种平常的话语，更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所蕴藏
的不平常。

好人应该有好报，这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愿望。杜
志军英勇救人，事后受到了社会的各种褒奖。而杜志
军表示，将把奖金全部捐赠给通城县关爱退役军人协
会，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再一次令人感动。

梳理一下今年几起见义勇为的事件，都有类似的
特点：比如，前不久在苏州挺身而出的“碎花裙女
生”刘杨，今年年初杭州“宾利车主伤人”事件中勇
敢劝阻施暴者的孙子见律师……在他们身上，看见了
普通人的非凡勇气。

见义勇为“顶”得住，弘扬正气须褒奖。每一个
勇敢站出来的人都值得给予最深的敬意和最高的赞
誉。这些见义勇为的故事告诉我们，善良和勇敢是永
远不会过时的美德。只要我们心怀善意，勇于担当，
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强大的正能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
加美好。

胡欣红 来源：钱江晚报

见义勇为“顶”得住 善良勇敢须褒奖

近日，两名大学生帮火车上的站票妈妈抱娃一整夜
的视频走红网络。当被问及感受如何，大男孩们乐呵呵
地说，“痛并快乐着”“年轻人有力气就要花在有用的地
方。”这位妈妈也深情致谢，“将让孩子以你们为榜样，做
一个合格的新青年。”双向奔赴的暖心一幕，引来一片点
赞。

带儿童尤其婴幼儿出行之难，为人父母者皆有感
触。而在过去一段时间，除种种现实难度之外，好像
又平添了几分来自舆论场的压力。透过电子屏幕看，
公共空间里的孩子们似乎常常不那么可爱。翻开帖
子，经常可见“厌童症”；刷刷短视频，不时出现“熊
孩子”。加上一些博主将之当成流量密码，炒作话题、
渲染矛盾，以博眼球上热搜，更加剧着某种刻板印
象，搞得一些家长每每带娃出行，都会“战战兢兢”。
然而，上述大学生主动帮忙、彻夜抱娃的案例最真实
地展示着，公共空间里，人们对“人类幼崽”的关爱
与理解，从来都在。

对于带娃出行的种种，线上线下何以出现如此撕
裂？传播学有一概念叫“拟态环境”，意即传播媒介通过
对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后所提供
的环境。它看似真实，实则仿真，甚至可能与真实相去

颇远。某种程度上，“厌童”话题恐怕便是如此。一些流
量博主拎出一两个极端个案，再找到情绪“爆点”，包装
出一种“孩子都熊”“家长更熊”、周围人不堪其扰且十分
厌烦的刻板印象。当这种话题被反复高倍聚焦，很容易
让大家心中都有不良预期，压倒和淹没现实中的温情互
助、体谅理解，导致一些本来不大的矛盾摩擦升级，最终
结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死结。

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始终是社会交往的底色。置
身公共空间，儿童可能的哭闹，与某些人想要静静，与其
说是一道绝对的是非判断题，倒不如理解为开放的文明
考题。所谓文明，意味的是对双方皆有的行为约束。比
如，当孩子吵闹不止，家长不能“摆烂”“躺平”，要意识到
对他人的“打扰”，及时表达歉意，并尽快安抚或者带离
孩子，尽己所能还公共空间以安静。另一方面，其他人
也要看到孩童的身体心理成长特点和带娃家长的现实
困难，对非主观故意的打扰多些理解包容，在力所能及
的情况下加以帮助。

一个人人相善其群的社会，一定是温暖的，一个乐
意“拥抱童趣”的社会，一定是可爱的。相向而行、双向
奔赴，必将遇见更多温馨与美好。

田闻之 来源：北京日报

别让“厌童”话题淹没“助童”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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