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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火炉山、2日家庭聚会、3日番禺南浦

郊游、4日大夫山踏青。”这是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何

素娴老师的“五一”假期玩乐清单。这并不是她疫

情期间第一次出游。早在4月初，她就和家人去了

清远英德游玩。“那时出外心里有点忐忑。英德的

景区人不多，我们在当地农家乐解决吃饭问题。”何

素娴告诉记者，政府的监管到位和景区严密的疫情

防控措施让她增强了“五一”小长假出游的信心：

“这个假期最大的感受就是花很少的钱享受到更多

更优质的服务。景区门票、餐馆吃饭等折扣都非常

大。4天行程花了2000元。在平日的假期里，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

和云生是广州迪雅圣发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人

员。她性格活泼，平时喜欢和朋友聚会聊天，也喜

欢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看美景、品美食、话家常”，

几乎都是她每个周末的日常。疫情之下，她尽量减

少出门次数，到楼顶种菜养花打发闲暇时间。这个

“五一”假期，和云生终于安排了2天时间和朋友聚

会。“这是1月24日大年三十在外面聚餐后，我第一

次走出家门与朋友相聚。”

5月2日，和云生在家附近与朋友聚餐。“还是

不敢走太远，聚餐选择下午4点多的错锋时间。”5

月4日，她约朋友去广州南沙郊游。“出行自驾，吃饭

选择农庄。这样的安排多一些安全感。如果不是

疫情影响，假期我会天天在外面聚会、逛街。”和云

生说，“相信那样的日子还会到来。”

邱柏心是供职于广州海关的一枚“萌妹子”。疫情

前后，她的消费账单有明显变化。“装点宿舍‘小窝’，是

我平日的兴趣所在。”疫情前，邱柏心的消费以家用电器

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占个人全部支出90%。她喜欢线下

购物，每逢周末就会约上小伙伴到商场逛逛，看看有没

有“好物上新”。疫情暴发后，小柏的购物兴致不减反

增。“只是购物方式从线下转到线上。隔离的是病毒不

是‘爱’，所以宅家‘剁手’必不可少，各个电商平台疫情

期间的促销力度可不小，每天都在刺激着我的‘报复欲

望’。”小柏笑称，她的“买买买”属于报复性消费。“每天

都要到快递柜取件，有时一天去好几趟。”

小柏非常乐意向记者分享购物经验。“我现在的购

物是以提升生活品位为主。购物清单里，有品牌衣物、

烘焙原料、健身装备、经典书籍等，看上眼就统统加入购

物车，一到折扣时间，就毫不犹豫领券‘剁手’。”

经典书籍是小柏购物清单里的“大头”。她告诉记

者，她和同事们经常买书、赠书、换书看，这是她们的“小

确幸”。记者查看小柏的购书清单，发现有《瓦尔登湖》

《月亮与六便士》《围城》等名著，也有海关史话等历史书

籍，很有品位。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海关关员，时刻守护在国

门抗疫一线，自身防护很重要。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

品被小柏列入刚需。“以往购物不会买这些防疫物品。

我们都很期待疫情早点过去，可以摘掉口罩，线上线下

相约一起‘剁手’。”

广州西门子变压器公司的员工林多韵去年 8 月新

晋为妈妈。疫情期间，也正是她最花钱的时候，凡育

儿所需，都是“云购”。5 月 6 日是林多韵母亲的生

日。她上网给妈妈订购了蛋糕和美食。林多韵告诉

记者，“如果没有疫情影响，聚餐逛街购物都是我的日

常消费项目。”

“疫情期间的快递比平时多了30%，经常忙不过来。”

5月12日，正在广州白云区金沙洲金御苑南区派件的韵

达快递小哥告诉记者，“疫情之下，小区住户的网购热情

持续高涨。我的工作量大幅增加。以往一到节假日派

件高峰期，一天也不过300多件，而疫情期间，仅金御苑

南区的日常派单量就已达到500多件。”

记者现场看到，临近晚上下班时间，金御苑小区

停满韵达、中通、圆通、申通、天天快递等公司的载货

车。小区外围的丰巢快递柜、菜鸟驿站、京东快递柜

等均已爆满。快递小哥只好在小区空旷地方把快件

分类好，通知住户前来领取。“一到下班高峰期，住户

扎堆取件，现场热闹得像菜市场。”一位快递小哥对记

者说。

因为把“钱花到更有用的地方”，在第一季度“中山

好人”评选中，家住中山市石岐区康华社区的98岁关牛

和89岁卢丽韶这对退休职工夫妻上榜。2月9日是老两

口结婚 72 周年纪念日，老两口本打算宴请亲戚庆祝一

番，却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他们取消宴请计划，拿出

宴请钱款委托儿子辗转多方购买一批消毒水、手套、口

罩等防疫物资，捐赠给当地社区的保洁员。老两口表

示，疫情期间，众多保洁员和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努

力守护城市，他们因年龄太大当不了志愿者，就通过捐

赠方式，“把钱花到更有用的地方”。

除了抗疫捐赠，支持直播带货，购买湖北或本地疫

情影响下滞销的农、工业产品等消费，不仅满足个人的

生活需求，还有助疫区经济复苏。这也是不少职工自觉

选择的一种有意义的花钱方式。

身高超过1.8米的李玥是广州公交集团白云（广交）

公司员工。近期，各行各业加紧复工复产，李玥和几位

姐妹发现“直播带货”帮助疫区经济复苏很给力：央视主

持、娱乐明星、各级领导、工会干部，纷纷上阵“卖卖

卖”。“这样‘带货’非常感人！我们必须‘买买买’以作回

应。”李玥说。

李玥告诉记者，在看直播销售湖北特产，如热干面、

汉口二厂汽水、藕带、周黑鸭等食品时，她会忍不住点击

购买。“我和家人本打算年初到武汉和神农架旅游，后因

疫情影响取消出游计划。”李玥表示，“购买直播推荐的

各种湖北产品，等于助力湖北经济复苏，我很开心能贡

献出一份消费力量！”

疫情期间，大众消费需求受到一定影响，正常的聚会、逛街、出游都被限制。但相

关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和需求正逐渐走出低谷。来自捷孚凯市场咨询

(中国)有限公司（Gfk）4月中下旬的消费者研究数据表明，中国消费者整体消费信心

较2月份有所恢复，表示“非常有信心”和“有点信心”的比例从59%回升到66%, 特别

是一线城市消费者信心增强更为明显，从53%到64%，共上涨11个百分点。

消费意愿和需求强劲复苏体现了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疫情期间，大家

的钱都花哪了？怎样花钱才更有意义？请看本报记者对几位职工的采访。

花钱欲望不减
只为追求更美好生活

疫情下的职工

■策划：詹船海 采写：全媒体记者段松连 林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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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家报复性消费

“‘剁手党’也要提升生活品位”

假期出游

“戴着口罩，迫不及待去花钱”

▲5月13日下午5点，在广州白云区金沙洲金御苑

南区的快递小哥为了赶在下班高峰期集中派件，冒

着细雨载货分拣 林婷玉/摄

▶李玥和她网购的

武汉热干面

邝雅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