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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丽亚

3月27日下午，网友“冰心雨
露”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说：“天
啊，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
8年来我在淘宝上竟然花了7万多块
钱……真是‘败家’啊。”

网友“差不多”：我也赶紧看了
看我的，也不少呀，花了 3 万多块
呢！

网友“简简单单”：我也“败”
了不少，不过我买的不全是生活用
品。

网友“展开翅膀的蝴蝶”：这真
该剁手，每次百儿八十的竟然能花
这么多钱……

8年花了7万多元

3月21日，阿里巴巴电商交易额
突破 3 万亿元，为感谢“剁手党”，
淘宝公布了商品销售数据及“3万亿

感谢有你”的个人 13年来的消费总
账单，用户可以查询自己在淘宝上
总共花了多少钱。

不少市民在查询自己的多年账
单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在淘宝上的
花费远远超出了想象。在我市，有
人 7 年网上淘宝购物花了 40 多万
元，有人 8年花了 7万多元，少的也
花了几千元。

3月27日，网友“冰心雨露”看
到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自
己在淘宝 13年来的消费总记录，在
感叹之余，她也好奇地去查看了自
己的消费记录。

“看到那个数字我自己都吓了一
跳，我 2008 年 6 月底开始学会在淘
宝上买东西，截至现在就已经花了
72715.43 元，超越了全国 97.07%的

‘剁手党’。”昨天上午，网友“冰心
雨露”对记者说，这个数字是她无
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每次在淘宝上
都是几十元、几百元花的，没想到
竟然会花这么多。

随后，她翻看记录发现，她网
购的物品玲琅满目，除了吃穿用
外，还有一些手机缴费、飞机票、
火车票等。“现在很多事情都可以通
过手机办理，买东西足不出户，就
是很多缴费也能在网上完成，这无

形中就增加了网络消费的总额。”网
友“冰心雨露”分析说。

网购改变了生活方式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 15名市
民和网友，其中 13年来在淘宝上总
花费4~6万元的人最多。市民于女士
说，她竟然在淘宝上花了 40 多万
元。不过，在大家感叹自己“花钱
如流水”的时候，也有人认为，别
看表面上大家都花了不少钱，但事
实上，如果没有淘宝，也许花的钱
也不会少。

于女士说，她是 2009年底在朋
友的帮助下学会了网上购物，从此
一发不可收拾。“初看到这个数字
时，我几乎要跳起来，怎么会这么
多 呢 ？ 401100.62 元 ， 超 越 全 国
99.81%的‘剁手党’，真的不敢想信
自己的眼睛。”于女士说，冷静下
来，她仔细算了一下，想想自从学
会网上购物，她就很少再去逛街，
从家里四口人吃的东西、穿的衣
服，到家里的用具甚至两个儿子的
双层床、书架等都是从在淘宝上买
的，也就没什么惊奇的了。

“最重要的是我经营了一家餐饮
店，店铺里使用的很多用具都是我
在淘宝上订制的，自然花费也就多
了。”于女士说，不管是吃的穿的用
的，在网上买都便宜了不少，“虽然
有时候会因为网购便宜而买了些无
多大用处的东西，但如果不在网上
买，可能会花费更多。”于女士认为
大家应该理性看待这份账单。

市民梁女士刚在去年9月份学会
网购，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花了
1000多元。“想想也不算多，我也就
只是买了几件衣服，其他东西买的
不多。如果去商场，可能这 1000多
元还不够买一件衣服呢，网购还是
要便宜呀。”梁女士笑笑说。

市区一家保险公司的理财师许
露女士认为，账单上的数字只是一
个消费总额，人们应该可以通过这
个数字的变化，想到这不仅仅是一
个数字，而彰显了人们生活方式的
不断变化，也显示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习惯应用网络购物及其衍生出来
的各项服务。“网购正在逐渐改变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也会成为今
后更多人采用的生活方式之一。”
许露说。

淘宝13年 你“败”了多少钱

□本报记者 王海防
见习记者 杨 淇

3月 28日上午，网友“天
晴”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

“早上去吃阳春面，在饭店看到
了温情一幕，让我对那家饭店好
感倍增。一位在饭店吃早饭的小
伙衣服破了，问店员哪儿有缝纫
店，想吃过饭后去补下衣服，没
想到饭店工作人员主动找来针线
帮他缝衣服。”

网友“大风如歌”：现在很
少碰见这么热心的人了。

网友“米苏”：你这是随手
转发正能量啊，他们都是好人
啊。

网友“我知道”：哪家饭
店，改天也去。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了网

友“天晴”。她告诉记者，昨天
上午她和朋友去黄河路一家饭店
吃早饭，碰见一位小伙走进饭
店，点过早餐后就问工作人员附
近有没有缝纫店。原来这位小伙
的衣服破了，肩膀处划开了一个
口子。“附近好像没有缝纫店，
要不我找找我们这里有黑色的线
没有，给你缝一下吧。”饭店工
作人员说。

听说要找针线，饭店里其他
店员也都热心帮忙找。针线找到
后，小伙就把衣服脱了下来，交
给了店员缝。小伙穿的衣服少，
脱了一件后就光着膀子了。这
时，有位店员连忙拿出了一件男
士外套对小伙说：“快穿上，别
着凉了。”。

最后，由于店员只找到了短
短一截线，不能完全缝住小伙衣
服的破损口，店员不好意思地对
小伙说：“你看，没能帮成你。”
小伙连忙说：“这就很感谢你们
了，没事，我等会儿去找个缝纫
店。”

网友“天晴”告诉记者，没
想到去吃个早饭能碰到这温情的
一幕，让她心里暖暖的。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见习记者 陈金旭

3月24日，网友“糖糖”在晚
报小Q群内发消息说：“请问两年前
在驾校报了名，科目一没考，档案
也没建，只是进行了体检。现在退
学的话，驾校有权扣钱吗？报名的
时候交了 2500 元，驾校扣我 1000 元
合理吗？”

网友“恋恋风尘”：有没有权利
扣钱不知道，不过想顺利退钱估计
不可能。反正我有好多朋友都是报
名的时候，驾校服务态度可好，但
是想退，特别难。

网友“欲将心事付瑶琴”：扣钱
应该是合理的，毕竟驾校也有正常
支出。但是根据你说的，扣的钱好
像有点多。

网友“熙如是说”：两年前报名
的话，现在不太好说。现在驾校都
签订的有合同，可以根据合同进行
交涉。

昨 日 ， 记 者 联 系 到 网 友 “ 糖
糖”。网友“糖糖”表示，她2013年
在我市召陵区一所驾校报名学车，
但因为一直没有时间，没有去驾校
学习过。到现在连科目一也没考，
档案也没建，只是去体检了一下，
发了一本驾考科目一知识的书。

“不知道这种情况驾校会怎么处
理，有没有规定要退多少钱？”她告

诉记者，“其实我也接受扣钱，但是
扣1000元有点难以接受。”

就此记者联系到了该驾校的于
校长。于校长表示，“现在确实没有
这方面的明文规定，我们驾校一般
都不退钱，但遇到特殊情况的话也
会特殊对待。像这种情况，希望与
学员协商解决好。”

记者随后联系了召陵区运管所
副所长朱建辉。他表示，由于没有
签订合同，对于这种情况，只能是
进行沟通协调。“现在还没有这方面
的明确规定，我们在处理这类问题
的时候也是尽量协调，避免矛盾激
化。”他说，即使没有参加考试，驾
校在为学员建档时已经提交了建档
费，另外还有人工、税费等支出。
至于具体该扣多少，需要到驾校了
解实际情况后，再具体协调，争取
让双方都满意。

报名后退学 驾校要扣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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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 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3月 28日上午，网友“奈
何”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说：

“市区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
处的路面上，撒有一大片碎石
子，路过的人要小心慢行啊。”

网友“心语心愿”：估计又
是拉建筑材料的车辆不小心撒下
的。

网友“缘来有你”：哎，估
计负责这片地方的环卫工人又要
辛苦地来清理这些碎石子了。

中午 11点 40分，记者来到
市区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

看到路口的北边撒落了许多碎石
子，而且稀稀拉拉一直撒到通往
河堤的井冈山路上。

“不知道路上的石子是怎么
来的，但是这一片的建筑工地
有很多，路上也经常有不少施
工车辆，有可能是施工车辆在
过路口拐弯时不慎撒落的。”
距离路边最近的商店老板回忆
说。

记者采访时，汉江路上还有
不少水泥罐车飞驰而过。“这么
大的石子撒得满路都是，汽车轮
胎不怕被硌坏，但我们这些骑电
动车，说不定被石子一硌就漏气
了。”看到路面的石子，有市民
满腹抱怨地推着电动车前行。

这些石子不但影响市民通
行，也给环卫工带来了麻烦。

“这些施工材料对我们来说用普
通工具清理起来非常麻烦，希望
施工单位在拉建筑材料时能减速
慢行，减少撒落。”一名环卫工
人说。

石子撒一路 出行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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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早饭时 碰上温情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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