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11”驾到

快点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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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周末

非常网事@

■买5000元商品省下1000元

网友芦小姐今年打算第五次参与“双11”购物。芦
小姐称，“想继续在‘双11’购物，主要还是觉得价格实
惠。”芦小姐展示自己去年“双11”的购物清单，一共有
20多件商品。“去年‘双11’总共买了5000多元的东西，
大概省了1000元。”

作为热爱网购的“剁手族”，面对“双11”商家的各
项促销活动，芦女士有经验：“我提前两个月就看好想买
的东西，特别留意价格，看看到时候是否真的优惠。”

■今年还要“买买买”

白领小潘平日就是网购一族。“一般都是逛商场试
衣服，有满意的记下货号，回头上网找代购。”小潘称，这
是她参与的第三次“双11”。“双11”虽然价格优惠，但快
递的速度让她不满意。她称，去年“双11”秒杀的一件
衣服，足足等了半个多月。虽然有过失败的网购经历，
但今年“双11”她仍想“买买买”。

■大妈装App学网购

网友钟女士平时并不是网购爱好者，一年到头，网

购商品不超过三次。今年“双11”她准备
“路人转粉”，原因是家里要添置大量的家居
用品。

网友罗大妈属“凑热闹”型的“路人转粉”。罗
大妈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网购，微信也是
女儿帮忙下载的，虽然不知道如何付款，但她让女儿
帮她装了一个淘宝App。

■爱淘族不“上当”

90后小何本是爱淘一族，每年“双11”都连夜
抢。眼见今年“双11”就要到了，小何却表示要“断
舍离”。

原来去年“双11”，一个拉杆箱专营店打出了“五
折优惠，原价398元，折后199元”的广告语，小何连
夜拍了拉杆箱。让小何气愤的是，一个多月后，他再
次浏览同一店铺，发现那个拉杆箱标注的价格为205
元，并且根据销售记录长期均为此价。“也就是说我‘双
11’买的时候，才便宜了6元！”

小何说，对于各类电商层出不穷的“优惠”已“累
觉不爱”。“如果真的有需要，平时买就好了，无须凑
热闹。” （伊文）

临近“双11”，一大波“红包”如潮水般
涌来。这些红包并非都是真的，有些甚至
还有“病毒”。近日，支付宝、微信等纷纷发
布“假红包”警示，提示慎拆“双11”红包。

现金红包暗藏“钓鱼网站”

网友周先生说，两天前，他的微信朋友
圈里，有人发了一个现金红包，上面写着
“20元到100元现金，手快有手慢无！”的字
样。他看到是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商城发
送的，就直接点开了，结果和正常的抢红包
页面不一样，需要先登录一个网站。昨天，
他再次点击这个现金红包，显示的则是“已
停止访问该网页”，理由是该网页包含诱导
分享内容。

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出通知称，这个是
钓鱼链接，以“分享给好友并填写个人信息
可免费领取礼品”为诱饵，骗取用户信息。

砍价到“0元”页面不动了

今年的“双11”大战，商家为了扩大广
告效果，纷纷采用砍价的方式，想要帮朋友
砍价，就必须进入商品页面，而大量的砍价
活动也是骗人的。

网络最劲爆的砍价活动，要数将
iPhone6s砍到“0元”了。张女士就发动
了很多好友帮她砍价，原价5000多元的
iPhone6s被砍到了将近3000元。张女
士说，她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实在太累了，
打算付款购买，结果连付款的地方都找不
到。一名网友成功地砍到了“0元”，但是无

论怎么刷新，页面就是不动。

抽奖10次都是“谢谢参与”

更多的商家选择了微信集
拼图、抽奖等广告方式，但是在
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猫儿腻，
不是怎么集也集不齐，就是怎么
抽奖也不中。

一家淘宝店发起了集满9
张图赠手机的活动，这需要先在
朋友圈转发活动链接，然后邀请

好友来刮图片，每个人只能刮一次，如果刮
满50次还没有集齐9张图，需要重新来。
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还没有人
集齐9张图。一名网友还参加了抽奖活动，
只要把活动链接分享给5名好友，就能抽一
次奖，最好的奖品是一台微波炉，他整整抽
了10次奖，结果每次都是“谢谢参与”。

（若寒）

各种活动来袭

当个“剁手族”
还是想静静

“防媳妇儿败家”攻略

“购物狂欢节”怎么过
“购物狂欢节”将至，“剁手族”已进入准备狂购的兴奋状

态，有些小伙伴更是早早地把想买的物品放进了“购物车”。

■设置购物消费上限

男士可以提前跟媳妇儿商量，设一个购物消费上限，注意留好额外的
20%至30%的消费额度，最好把这个也纳入预算中，但不要让媳妇儿知道。

■设置购物清单

夫妻双方可以协商购物的清单，具体要采购什么东西，到时可按清单一个
个来买，这样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支出。

■不急需的东西不要买

有时，男士需要向媳妇儿灌输这样的理论，不急需的东西不要买，可先买
急需的。当然，也可以引导媳妇儿买别的东西，如金融投资产品。

■重复的东西不要买

购物时，男士要多向媳妇儿列举，家里已经有很多好东西，而新东西既没
创意，档次和身份也不符。可借用打击产品的方式来消减媳妇儿的购物欲，来
为自己的荷包减负。

■买的东西不宜多，要精

有时，男士需要注意，让媳妇儿买的东西不要多，要精，这样也许就能减少
她们在其他方面的购物了。 （画画）

举国同疯的“双11”即将到来，都说“双11”消费不足5000元就
不算花钱，这可把一些家有“败家”媳妇儿的男士给急坏了。除了
藏好钱包，锁死支付宝，更改银行卡密码，网友纷纷献计献策，就为
了“砍掉”“败家”媳妇儿那伸向网购收不回来的手！让我们先来看
看网友总结的防媳妇儿“败家”五大攻略：

仔细想想吧！

看清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