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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如何避免踩“坑”

本报记者 王兴

网 上 购 买 家 居 用
品、衣帽鞋服⋯⋯如今，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借网
络购物走向数字生活。
他们戴上老花镜，盯着
手机屏幕，试图从琳琅
满目的商品中“淘”到心
仪的宝贝。

然而，面对产品同
质化严重、宣传海报真
假难辨的情况，加上商
家的各种促销手段和低
价诱惑行为，老年消费
者 很 容 易 在 网 购 中 踩

“坑”。
除了政府部门应加

强监管，打击虚假宣传、
欺诈等违法行为；电商
平台应加强自我管理，
为消费者提供详细、准
确的商品信息外，作为
老年消费者，该如何练
好“内功”，防范网购潜
在风险？今天，我们梳
理出一些老年人网购的
常见问题以及避“坑”指
南，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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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消费者无法直

观比较不同商品的区别，往往只

能依靠商家描述和图片来判断。

一些不良商家通过移花接木式虚

假宣传、“全网最低价”夸大宣传

等手段欺骗老年人购买质量低劣

的商品。

如何准确、快速地找到自己

需要的商品？

如 果 消 费 者 更 注 重 产 品 质

量、售后服务，可选择京东、天猫

等购物平台，里面多为旗舰店或

品牌店，上架商品都经过严格审

核，品质和退换货、维修等售后服

务均有保障。

如果消费者更注重商品性价

比和个性化购物体验，可选择淘

宝、拼多多等购物平台。而且，这

些平台还常有百亿补贴、团购促

销、领券购买等优惠活动，让消费

者“淘”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那么，如何用好这些补贴政

策呢？以拼多多 APP 为例，老年

朋友打开该应用后，可在首页顶

部“搜索区域”输入商品名称，点

击“搜索”。在搜索到的商品列表

中，有“百亿补贴”“秒杀”“热卖”

等标签的商品，价格相对实惠。

随后，点击商品图片，详细查

看商品详情，确定要下单时，可点

击右下角的“发起拼单”，这样能

享受更实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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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购物凭证和聊天记录是

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产生纠纷时维

权的有力证据。

为此，我们提醒老年朋友在下

单前，最好翻翻其他买家的评价，

重点看实景拍摄有图和带视频的，

至于那些拍得特别精美的图片，很

可能是卖家的“自产自销”。

另外，注意截取有关宣传网

页，保留聊天记录，妥善保管订货

单、发货凭证、发票等购物凭证，为

后期可能出现的消费纠纷提供维

权依据。

在直播间购物时，可用录屏、

截屏等方式保留带货主播对商品

质量、价格、退换货等的承诺以及

聊天记录等，以备不时之需。

一旦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如若与商家协商处理无果，也可向

网络交易平台投诉，或向所在地消

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投诉。

避“坑”指南四：
保留证据好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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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短视频是中老年人最

主要的娱乐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

之一。然而，在当下短视频直播

环境，秒杀价、拼手速，紧迫感层

层递增；博同情、送福利，情感距

离步步拉近。主播们滔滔不绝的

讲解，紧张刺激的秒杀环节，精心

设计的剧本，一股脑地袭来，很容

易让人冲动消费。

直播购物风险较高。为此，

我们提醒老年朋友在网购商品

前，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真的需

要吗？家里有可替代的东西吗？

家里目前是否还有存货？

此外，不要听信主播的单方

面口述推销，而是查看商品的包

装信息如商品的名称、成分、厂

家、厂址、生产资质等。老年朋友

在购买前不仅要比对不同直播

间，最好能跳出直播间，在不同网

购平台横向对比，避免高价买到

假冒伪劣商品。

避“坑”指南二：直播间购物莫上头

调查发现，常在网上购物的老

年人都遇到过所购商品不合心意

的情况，尽管大部分商品都支持“7
天无理由退换”，但遇到金额不大

的东西，半数以上的老人宁愿商品

放在家里闲置积灰，也懒得退换。

流程复杂，是阻碍老人退换网

购商品的一大“拦路虎”。为此，我

们提醒老年朋友在网购时，尽量选

择有“运费险”的商品，以及发货地

比较近的区域。

当遇到必须要退货的情况，该

如何操作？打开淘宝、拼多多等购

物平台，找到“我的订单”，在订单

详情页面，找到并点击“申请退

货”。然后，根据页面上的指引，选

择退货原因，并填写信息，在退货

方式中选择“上门取件”，预约取件

时间，提交订单后，记下寄件码。

当快递员上门取件时，确保商

品完好无损地交给快递员，并告知

寄件码，即可轻松完成退货流程。

避“坑”指南五：
退货可选上门取件

每逢“双十一”等线上购物

节，商家都会推出各种优惠活动

和营销策略，甚至打出所谓的“全

网最低价”来吸引消费者。

为此，我们提醒老年朋友在

网购时，要理性看待经营者的优

惠行为，甄别“低价”是“真实惠”

还是“设套路”。可从信誉度、成

交记录、评价详情等多方面对卖

家进行评估，或将促销价格与平

时价格进行对比，判定是否真正

实惠。

此外，老年朋友也不要只关

注价格便宜。俗话说“一分价钱

一分货”，商品价格出乎寻常便

宜，很有可能存在质量或售后问

题，如果买回来不能用，也是浪费

钱。

避“坑”指南三：不要一味追求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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