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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伴着四月的暖阳， 旬阳的山峦田垄之间处处涌动着生机
与希望。 集市里一颗颗鲜红的樱桃抢“鲜”上市，烟田间一列列
银色的地膜纵横交错， 深山处一栋栋古色古香的民宿小院错
落有致， 示范点一个个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施工正酣……还有
其间农民劳作和干部忙碌的身影，他们挥洒的辛勤汗水，滋养
着旬阳脱贫攻坚果实结得更牢更甜、 乡村振兴之花开得更美
更绚。

今年以来，旬阳市聚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和“两提
高、两高于”目标，抢先抓早、谋定快干，以实施“七大专项行
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以推进“1226”示范建设引领乡村全面
振兴，“一笔一画”勾勒旬阳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守牢底线固基础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是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第一
道防线，如何确保第一道防线不失守？ 旬阳市在常态化做好防
返贫动态监测帮扶的基础上，适时开展“回头看”专项行动，不
断把防线再提高、再加固。

“得亏了防返贫政策，让我日子稳住了！ ”甘溪镇施家坡村
六组村民宋德成原本日子过得还不错， 有相对稳定的务工收
入。 但去年底检查患上食道癌，几个月治疗产生的巨额费用，
让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收入骤减、支出骤增，返贫致贫警报
一经触发，镇村动态监测帮扶“回头看”工作专班快速响应，迅
速通过大病救治、医疗报销、临时救助等政策，解了宋德成的
燃眉之急。

今年 3 月初，旬阳市实施第一轮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回
头看”专项行动，对全市 116691 户 383346 人农村常住人口开
展“地毯式、拉网式”大排查，“线下”围绕“四查三看三研判”进
行实地排查，“线上” 依托行业系统进行数据信息大比对大筛
查，对排查出的返贫风险，立即启动纳入程序，落实精准帮扶

措施。 本次 “回头看” 专项行动排查纳入监测对象 74 户 269
人，消除风险 291 户 1013 人。

与此同时，旬阳市同步实施“人不住危房、危房不住人”、
饮水安全长效管护、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等“七大专项行动”，补
短板、强弱项、防风险、提质量，全力把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好、
拓展好。

依靠发展促增收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 确保脱贫群众持续
增收，根本出路还是在发展，必须牢牢抓住产业、就业“两个关
键”。

“去年食用菌利润不错， 今年打算再扩大发展椴木香菇
100 架、木耳 200 架，计划带动村上脱贫劳动力就业 50 人，人
均一个月增收 2000 元左右。 ”关口镇薛家庄村支部书记、绿康
达农业合作社负责人薛同海信心满满地说。 像绿康达农业合
作社这类带动脱贫人口就业较多的经营主体是旬阳市今年重
点支持发展的对象。

今年以来， 旬阳市聚焦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目
标，一手抓特色产业发展，一手抓联农带农机制，全市已完成
烤烟覆膜 8 万亩，落实魔芋种植 12.3 万亩，计划建设特色林果
40 万亩以上、养殖生猪 55 万头以上；新增发放脱贫人口小额
信贷 7101 万元，支持 1445 户发展产业；推广“新型经营主体+
基地+农户”模式，计划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31 个。

“现在老家建了社区工厂，下楼有钱赚，上楼能顾家，挣钱
顾家两不误。 ”小河镇康家坪社区一组居民熊代娥说。 在旬阳
市，111 家新社区工厂吸纳脱贫劳动力就近就业 1185 人。

今年以来，旬阳市按照“稳增量、扩增量、提质量”思路，以
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群体为重点，落实就业帮扶“12345”工
作措施，让脱贫群众持续增收路越走越宽。 目前全市脱贫人口

务工就业 45018 人，监测对象就业务工 2677 人。

打造样板促振兴

踏入城关镇李家台村的农趣采摘园、 浪漫花海园项目建
设现场，机器的轰鸣声、工人的吆喝声、群众的欢笑声汇聚一
起，让一幅民富村美的乡村新图景愈加清晰明朗。

李家台村是旬阳市重点打造的 6 大乡村振兴样板区之
一。 今年以来，旬阳市启动实施乡村振兴“1226”示范体系建
设，谋划包装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重点项目 23 个，总投资 27.86
亿元，其中当年计划投资 14.83 亿元，以项目建设推动“1 镇 22

个示范村 6 个样板区”乡村振兴建设见成效、出成果，“以点带
面、织线成网”带动全域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量体裁衣”。 旬阳市坚持尊重客观实际和
农民主体地位，立足示范镇村实情，通过群众讨论会、初审讨
论会、分析审定，“量体裁衣”定方案、列项目、编规划。

同时，为凝聚起乡村振兴示范建设强大合力，旬阳市建立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落实、镇村主干、群众主体、社会参
与工作机制，压实市级领导包抓示范点责任，分别组建专班强
力推动落实 ，实行 “每月通报 、季度观摩 、半年评价 、年终考
评”，加强督查督办，持续跟踪问效，确保示范建设项目建设有
序推进。

在大数据横行的时代， 有一个流传颇广
的奇怪理论。 如果女性顾客在淘宝搜索连衣
裙， 可以通过平台推荐的裙子价格来判断自
己是否被大数据划分为“低价人群”，低于 128
元就当属此列， 进而延伸到应当通过奋斗努
力多赚钱高消费，提升自己的“客单价”的论
调上。

“有 XX 牌的春天才叫完整。 ”“趁年轻，
趁热爱，喜欢什么就应该立刻购买。 ”商家为
了推广产品， 总是有着诸如此类无穷尽的话
术来刺激我们的消费欲。 在消费主义构建的
语境下，“无物不可以被消费”。 消费体现个人
身份， 每个人既是价值的评判者也是被评判
的对象，我们的幸福感与消费相挂钩，似乎不
可捉摸的未来和人生旅途中会有一粒小小的
扣子联结于这个务必购买的商品上， 让我们
得到认可和尊重，不被打上“低价”标签。

可能会让“低价人群”理论的炮制者失望
了， 我并不会因为在购物 APP 上发现自己被
推荐低价裙子而惊慌失措。 购置新物件时，物
美价廉永远是我考虑的第一要素。 这不代表
我认为凡是便宜的都是好的， 粗制滥造一季
就扔的快消品仍然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美观、实用、价格适宜构成了我按下付款键的
三个维度。

在书本的白纸黑字中寻找对消费观的解

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出了如下答案：消费
是人们处于某种社会经济关系之中， 并藉由
此种经济关系用消费资料来满足自己生活需
要的行为和过程。 而消费观是指人们对消费
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 消
费观已与我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等思想观念
紧密相连， 亦可以是折射我们生活经历的一
面曲折镜子。

细细追忆我的“按需购买”理念的来源，
可以回忆到念小学时学校门口的小卖部。 我
家离学校非常近， 但是我爷爷还是每逢放学
时刻就会来学校门口接我， 替我背上小书包
带着我回家。 正是由于如此，我的手中并没有
和其他同学朋友一样有着可供自己支配的零
花钱，每当我想买什么文具之类的小东西，就
在门口的小卖部和店主阿姨直接说先赊着，
我爷爷会来结账。

因为父母工作繁忙， 所以我小时候的生
活中总是爷爷的影子更多。 他虽然和蔼可亲，
对我堪称“有求必应”，但同时也对我要求严
格， 给我立了譬如花花绿绿的小零食一律不
准碰， 小学生中风靡的小玩意不会给我买等
规矩。 但如果在他同意的范围内，他又可以是
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我在少年宫学画画需要买画材， 他就毫
不心疼钱包， 在文具店为我购买最好的品牌

纸墨。 一次偶然的心血来潮，我在冬天闹着想
养宠物龟， 他就迈着蹒跚的步子逛遍所有花
鸟市场为我寻觅。 他也总是说：“该大方的时
候就要大方， 但是不能买的东西就不能给你
买。 ”所以即使到了高中时代，我也保留着先
告诉家人我要买什么的计划， 再拿相应数目
的零花钱的习惯。 比起其他同学丰富多彩的
青春期，我可能少了很多乐子，但量入为出、
节制有度的消费精神印记一直篆刻在我的脑
海里。

消费主义的信徒追求体面， 渴望物质享
受和精神消遣， 快乐建立在消费之上。 但我
想， 对物质的饥渴， 是否来源于精神上的贫
困？ 我并不试图否定金钱与物质的重要性，但
是倘使人内在匮乏， 就要通过外在的装饰来
堆砌， 是否又使我们的价值构建在了虚无缥
缈的空中楼阁之上呢？ 至少有一种观念不应
被解构：每个人存在的价值，不应以获得的物
质的多寡和消费的等级为标准， 而是看他为
社会创造了什么。

如今年轻人身上不持有现金已是常态，
电子交易使得我们常常只是看着手机支付软
件上数字的增减，而对金钱逐渐失去概念。 时
常保持对消费的思考， 回忆起纸币在手中的
重量， 或许我们才不至于被裹挟进消费的浪
潮中无法抽身。

前几天，我在闺蜜群吐槽，工作几年，没
有积蓄。 俩姐妹纷纷响应，表达了四个字：“感
同身受。 ”一个每月要还车贷，还有一个结婚
不到一年，才开始踏上存钱之路。

和她们不同，“月光族” 是我身上最难撕
下的标签。 在没有房贷和车贷的束缚下，我的
收支很平衡，基本上，有多少用多少。 回顾大
学至工作以来，见证了淘宝、蘑菇街、小红书
等系列种草平台的兴衰。 喜欢网红店，不管是
服饰类的网店，还是新兴的吃喝店，有段时间
成了我打卡追逐的目标。 穿搭博主推荐的口
红流行色号、 季度新款搭配、 汉服店的主推
款、各类帽子配饰……看到喜欢的都想入手。
周末，化着精致的妆逛街，逛街必买东西、看
电影。 时不时地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小姐妹穿
着汉服拍拍照。 在“精致穷”的路上狂奔不止，
享受花钱的那一刻带来的满足感。

但在工作中，我很少化妆。 早起，慌忙中
连脸都来不及洗。 裤子、T 恤、外套，一年四季
……朋友们评价工作中的我是糙汉子。 好多
买的东西，一年能用上一次就谢天谢地了。

我身上的割裂感，好像是来自我的父母。

他们很希望能有一个男娃， 但是却生了三个
女儿。 按理说，他们重男轻女，可却很疼我们，
从不会省下我们在吃穿学上的用度。 虽然有
时候会看着我叹气，说要是男孩子就好了。 我
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是斜着长的，她生我的
时候据说难产，去医院顺转剖才生下我。 在四
年级之前，我都是剃着短发，和男孩子在一起
玩的。 这也导致了在那段时间里， 我特别调
皮。 青春期后，叛逆又有了女生朋友，我开始
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女孩子，开始担心胖瘦、美
丑，留长发剪刘海。 我一直特别欣赏好看的女
生，追求美的事物。 汉服、摄影在大学成了我
的兴趣。 物质的追求，好像是在弥补童年及内
心对自己女生的那一面的亏欠。

我的爸爸在我小时候会教我喝酒， 我记得
当时，他说：“女孩子可以不喝酒，但一定要会喝
酒。 ”送我到单位报到的那天，他又郑重地跟我
说：“上班不要穿裙子，不方便。 ”工作不顺心，回
家跟他抱怨，他只说：“挣钱就是花的，不开心就
花钱，让自己开心。 ”好像我的一切，潜移默化按
照他们的标准来，想获得认可。 不是因为性别，
而是因为我这个人，而被认可。

疫情之后，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爸妈停
下了他们做生意的脚步。 我的消费习惯还没
有跟上这样的变故。 面对没有积蓄的焦虑还
有即将要还房贷的现实， 缺钱成了我生活的
一大烦恼。 我开始思索自己的消费观，开始意
识到理财的重要性。 花钱那一刻的快乐，和现
在的焦虑比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 记得爸爸
说过：“会花钱的人，一定会挣钱。 因为缺钱的
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挣钱的。 ”我想用自己
的经历，来印证爸爸的道理。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用了很长的一段时
间来治愈童年。 一方面， 我为自己生而是女
生，可以追求美好的事物而开心。 另一方面，
我因自己不是男生而感到无奈和愧疚。 这种
心理上的割裂，延续在消费观念与行为中，渐
渐吞噬着我。 像一个怪兽，想要填补内心的缺
口，很苍白无力。 也许成长，是正视自己，接纳
自己，是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活在他人的
期许里，以父母的标准来定义自己，最终还是
找不到自我。

虎年，愿我可以学会理财，学着以自己安
心为标准，对自己负责。

购买游戏皮肤、球鞋、化妆品、高端手机……消费浪潮的背后，16-23 岁
年轻人成为消费市场的生力军,被推上了商业世界的“神坛”。

“花钱消费理由千千万，买了就是对自己好一点，不买就是亏欠自己。 ”在
消费世界里，这群年轻人有着特殊的味蕾和价值追求，以及不吝敞开的钱袋。

关于花钱这件事，我和一位“95 后”年轻人聊了聊。一番谈话，才知道原来
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都是这样的：

5000 块钱的运动鞋说买就买，10 块钱的运费绝不掏！
500 块钱的口红可以买，15 块钱的腾讯会员到处去借！
外面聚餐一顿花好几百，自己买菜几块钱都要讲价……
对这种年轻人消费观总结起来：一千可以花，十块必须省。 这种“神奇消

费观”让我感叹，“80 后”的我真是老了，年轻人的世界我不懂。
相比较而言，我是运动鞋超过 300 元不买，300 元以下的鞋就挺好，穿起

来也没有不舒服； 腾讯会员 15 元不买， 好多 VIP 的剧过一段时间就能免费
看，既然早晚都能看，为什么非要花 15 块钱的冤枉钱买会员。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疫情使得年轻消费者的认
知和观念也同样发生了变化。 许多年轻人善于利用金钱时间差，消费中精打
细算，选购商品时喜欢多方比价，借视频会员、外卖拼单，“薅羊毛”成为消费
的小乐趣，这是这届年轻人最典型的消费观———薅该薅的羊毛，让利益最大
化。

曾经刷爆卡的超前消费年轻人，何时开始学会了节俭？ 曾经买买买的“剁
手族”，现在为何向消费主义说“不”？ “00 后”“95 后”这些年轻人消费之变，也
蕴藏着物尽其用、拒绝过度消费的消费心理之变。 渐渐脱离消费主义裹挟的
年轻人，开始更多考虑自身实际需求。

很多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虽然工资不高， 但对于什么钱应该
花，什么钱没必要花，内心都有着自己的一杆秤。 “平时我的衣服都是一二百
元，但是遇到自己喜欢的款式，就算贵一点我也会买下来，我觉得这样很值，穿上喜欢的衣服内心会
有很强的满足感和自信，感觉钱花在了刀刃上。 ”24 岁的小王说。

每个人消费观念都不尽相同，从消费主义到实用主义，消费行为回归了理性，也说明当下年轻
人越发清醒，其消费行为与内心形成自洽逻辑。 当今社会，消费多元化，社会的娱乐化，年轻人很浮
躁，盲目攀比、大手大脚消费，“月光族”比比皆是。 更有甚者有钱就用、没钱就伸手要，实在没有办
法就网贷，疯狂消费和冲动消费，进入恶性循环，导致自己走上一条不归路。

我每月工资也不算高，上有老下有小，为存钱养家合理消费深有几点体会。该省的钱一定要省，
如果每个月花钱如流水，没有储蓄，那是不行的，因为你的每一笔花销，最后总是要还的。 重要的是
要把钱花在提升能力的方面，比如买书、考证、锻炼身体、学习技能等提高自身成长方面。 所以起步
阶段那些不该花的钱、冲动消费、奢侈品就没有必要，因为储蓄就是你的底气。 如果没钱，就尽量克
制自己的消费，尽量少去买奢侈品，因为你的身份和买多少奢侈品没有太大的关系，欠债太多，没有
积蓄，也就没有钱可以用来投资，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未来你会感谢曾经那个年轻的自己。

曾经刷到过一条短视频， 讲的是当代年轻
人的消费观：一千可以花，十块必须省；衣服多
贵都行，让出邮费绝不会买；坐公交去酒吧，该
省省该花花；自掏腰包请喝奶茶，买本复习资料
却咬咬牙；出国旅游没在怕，报班学习就算啦。

这让我想到前些日子去亲戚家做客， 恰逢
已经大二的弟弟放假在家， 由于二妈早上上班
时间太赶菜没有买齐全， 要做饭的时候又没有
时间出去买菜， 就给了弟弟 100 元请他出门买
些菜回家。 忙着玩游戏的弟弟头也没抬就答应
了，我进厨房给二妈帮忙打下手，半小时后弟弟
拿着一大包菜进来说：“妈，这点钱不够，你得再
补我 30 块。 ”“什么？ 还要补你 30 块？ 这些东西
我平时花不到 90 块都能买完，怎么还要再补你
30？ ”二妈震惊地问。

“我又没骗你，你自己看嘛。 ”弟弟说完把手
机递给了我们，原来是他在某外卖 APP 上买的
菜，菜价比市场价略贵一些，加上包装费、配送
费还真有 130 元之多。 “你在忙什么国家大事，

买个菜都没时间， 这多花的钱够我再炒两个菜
了。 ”二妈十分愤怒。 “哎呀，我这把晋级赛，走不
开，要是赢了我就可以用请代练的钱买皮肤了，
看我多会过日子！ ”弟弟十分得意。

我身边有很多人亦是如此， 面对购物车里
的几百元甚至几千元的物品毫不悭吝，遇上“双
十一”“六一八” 等打折活动更是疯狂抢购，“待
收货”里常年不空着，哪怕很多物品是自己根本
不需要的。 但面对在超市里购买的货物，宁愿七
零八碎抱着回家， 也不愿意花三毛钱买上个购
物袋。 愿意买上千的演唱会门票，却不愿意花 3
块钱买音乐 APP 的付费音乐包。 常年去各大网
红餐厅打卡， 动辄几百几千的餐饮费也不觉得
贵，但面对 5 元一盒的餐巾纸却不想付费。

这种从“斤斤计较”地省钱到“一掷千金”地花
钱被大部分年轻人定义为“为所爱买单”。 曾经我
也沉迷其中， 直到自己参加工作有收入后才意识
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合理安排支出，不盲目跟
风，才是对自己负责，对家庭和社会负责。

““一一笔笔一一画画””勾勾勒勒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壮壮美美画画卷卷
通讯员 史少静

编者按：
新时代，以“90 后”“00 后”为代表的新生代正

在不断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年轻人已成为消费
市场最为活跃的消费群体。关于花钱这件事，年轻
人怎么花钱？ 哪些消费观念是可取的？ 本期，4 位
不同年龄段的人士将从自身角度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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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被消费
赵漪湉

我想撕下“月光族”的标签
刘月 也曾沉迷“为所爱买单”

梁浠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