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剁手太上头？“尾款人”笑中带泪
“双十一”各平台预售前置到货提速，“促销套路”在变、剁手族的冲动消费不变

>>>变化
预售前置，晒单变晒实物
10月31日晚，尽管已经困得睁不

开眼，市民李女士仍坚持抱着手机等待
着新一天的到来，并且定好闹钟提醒自
己付款。随着铃声一响，她迅速刷新网
购平台页面，结清购物车里已付定金商
品的尾款。
看着空空荡荡的购物车页面，李女

士长舒一口气。“姐妹们，第一场‘战役’
结束了，坐等收货。”在一个因为分享购
物攻略组建起来的微信群里，她和朋友
们分享着彼此的“双十一”战绩，一夜之
间仿佛获得过年般的喜悦。
付完款了啥时候能收到快递？
令人意外的是，11月1日一早，李女

士和朋友们就陆续收到取货码，他们网
购的电子产品已经送到身边的快递点。
“今年‘双十一’快递咋这么快？完全不给
退货的机会。”“我还没来得及改地址就
发货了。”“我怀疑卖家住我隔壁。”微信
朋友圈和微博里，类似的调侃铺天盖
地。
今年“双十一”快递配送速度之快，

不仅出现在快递业发达的一二线城市。
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漠河市，荣女
士也在支付尾款6分钟后，就收到了在
京东平台购买的口红。
记者了解到，今年“预售＋尾款”的

方式让商家有了更充分准备，分散了物
流配送压力。
京东物流青岛地区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了尽快把‘双十一’包裹送到千家
万户，京东物流采取预售前置模式，待消
费者支付定金后，就把商品提前部署到
距离消费者最近的仓库，消费者支付完
尾款，我们的快递小哥立马进行配送，快
递半日达、分钟达已成普遍现象。”
据记者了解，今年“双十一”除前置

备货以外，基于交易、物流数据之上的
区域内用户画像和消费预判，也对提前
备货、疏导物流压力有所助力。

>>>吐槽
规则复杂，有焦虑有坚持
“前50名半价，但是收到货后才公
布名单，感觉被欺骗了。”“凌晨付款更
容易冲动，一般大家都误以为0点，结
果还有半小时，逼迫大家在困倦不清醒
的状态下再挑选半小时，又促进了消
费。”“今年的规则太复杂，真心觉得脑
子不够用。感觉便宜就下手了。”付完尾
款后，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吐槽”。
经历了多年的“双十一”，不少消费

者摸清了商家、平台惯用的“套路”，面
对今年的活动望而却步。
记者了解到，今年“双十一”相比以

往提前开售并延长售卖期，战线更长、
品类更多、热度更高，规则也不简单，做
不完的“功课”、抢不到的预售产品、算
不清的付款规则、输不起的战队，一并
成为不少消费者面对“双十一”的焦虑
来源。
“快帮我助力一下，你也能领喵
币。”观望“双十一”而岿然不动的市民
陈先生感慨：“怎么一夜之间，身边人都
养起了‘猫’。”
每年电商平台的社交游戏都会成

为关注焦点，去年“双十一”盖楼挑战，
忙活了半个月最后分到两三元钱红包，
喊着“真心累了，再也不参与‘双十一’
战队比拼”的不少人，今年又风风火火
加入“养猫”大军，并不禁感叹一句“真
香”。
“云养猫”能感受到快乐，也能带来
忧愁。“上班光顾着‘养猫’了，每次都要
逛店铺，每个任务15秒，一上午就过去
了。”市民李女士坦言，“养猫”里的比拼
让玩家投入大量时间：“为了不让我的
战队在比拼中输掉，我每天都让朋友助
力，一天都没停过‘喂猫’。昨天我的战
队输了，很影响心情。”
为了付出过的成本，李女士只能在

焦虑中坚持“养猫”，直到瓜分红包那一
天的到来。

□文/图 半岛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菊

白天努力赚钱养家，晚上熬夜付尾款……随着“双十一”火热推进，“尾
款人”无疑是近几天热度最高的词汇，即在商品预售时付了定金现在支付尾
款的消费者。11月1日凌晨起，数亿“尾款人”拥入天猫、京东等平台下单，
“清空购物车”“冲啊尾款人”等话题登上热搜。
一年一度“双十一”如约而至，不过今年的“狂欢”比往年来得更早。随着

天猫、京东等平台10月21日开启预售，“双十一”线上争夺战正式打响：消
费者可分两波支付预售商品的尾款，11月1日～ 11月3日为第一波，11月
11日为第二波。与此同时，“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快递小哥的电话。”很多
人凌晨付完尾款不久，一觉醒来就收到了心心念念的商品。
更有网友调侃：“昨天是‘定金人’，今天同为‘尾款人’，明天一起做‘分

期人’。”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揭晓

大众报业集团5件作品获奖

今年“双十一”预售前置让包裹分钟级送达变成现实。

去年囤购的面膜，现
在还没有用完
“李佳琦敲响锣喊我别睡的那
一刻，我就知道钱包不保了。”李女
士告诉记者，今年前100件优惠、下
单立减、赠送正品小样、优惠券津贴
等各种优惠玩法层出不穷：“直播间
里的气氛造成一种大家都在蹲点抢
的紧张感，我会有‘不买错亿’的担
忧，就跟着大家一起下单了，其实买
了根本用不完。”
李女士坦言，她在去年“双十

一”囤购的面膜，现在还没有用完，
只能想办法出售。

准备薅羊毛，事实被
平台薅了羊毛
付定金有多快乐，付尾款就有

多么卑微，付定金时的喜悦都变成
了付尾款的心碎。
记者观察到，在闲鱼、转转等用

户活跃的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已
经有不少人打着“双十一囤多了”的
标题售卖商品，或者通过平台找人
凑单快速“回血”。
在今年“双十一”开始之前，微

博等社交平台就有许多人整理优惠
规则，设计出最佳消费攻略，试图为
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找到捷径。
“想要凭借‘双十一’翻身是不可能
的，今年信心满满做好准备薅羊毛，
可事实上又被平台薅了羊毛。”不少
消费者觉得，他们被平台规则“玩得

团团转”，到头来还是得老老实实还
花呗。

要理性消费，钱又不
是大风刮来的
“今年各种平台的玩法云里雾
里，很多产品的确有优惠，大家手速
太快了，李佳琦直播间里几千块钱
一瓶的面霜一抢而空，真是奇观，不
知道是有钱人变多了还是大家太疯
狂了。”参与“双十一”多年的林女士
同时是位美妆博主：“其实参与购物
节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尤其是有
很多大学生，消费能力并没有那么
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理性消费，毕
竟花钱容易赚钱难，钱又不是大风
刮来的。”
在这场“双十一”疯狂消费中，

“尾款人”搞笑梗的背后是“打工人”
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心酸。敢于消费
并不代表消费无度，“尾款人”还是
应该秉持理性消费观念。
与此同时，规则不断推陈出新，

商家也应“返璞归真”，在商品上多
下一些功夫，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
路，毕竟产品质量才是赢得口碑、吸
引消费者回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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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1月2日讯（大众日报记
者 李扬 杨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
者协会主办的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结果11月2日揭晓。来自全国各级各类
媒体的348件作品获中国新闻奖，大众
报业集团5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
涵盖网络专题、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文
字消息、新闻论文和国际传播等类别。

在大众报业集团的获奖作品中，大
众网刊播的网络专题《行走黄河滩·我的
迁建故事》获一等奖。《大众日报》刊发的
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36小时，一切为
了11名矿工兄弟！ ——— 山东能源肥矿
集团梁宝寺能源公司“11·19”火灾事故
救援纪实》、《青年记者》刊发的新闻论文
《把握“系统性问题的典型呈现”——— 对

党报舆论监督报道的思考》获二等奖。
《大众日报》刊发的文字消息《沂蒙老区
驶出首班“复兴号”》、《大众日报海外版
（北美版）》刊发的国际传播作品《一个朋
友引来五个朋友》获三等奖。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的全

国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作为山东新闻
舆论宣传主阵地，2019年以来，大众报

业集团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
80周年重要批示精神为统领，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基
层、锤炼“四力”，改革创新、深化融合，不
断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水平，不断加快新
型主流媒体建设步伐，涌现出一大批群
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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