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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小灵

性别：女
年龄：18岁

毕业学校：株洲市八中

高考分数：523分（历史类）

填报院校：衡阳师范学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实习生/吴彤宇

“本来想报本地的湖南工业大学，这样就可以

更好地照顾家人了。”随着高考分数揭晓，小灵母

女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小灵说，高兴的是，

分数高于预期，稍微遗憾的是，她不能继续留在株

洲求学。

小灵三岁时，父亲因车祸去世，妈妈从此挑起了

家中的重担。每天早出晚归，靠打临工贴补家用。

“女儿很喜欢画画，但是考虑到家中的经济状

况，没给她上过培训班。”小灵的妈妈遗憾地说，或

许是因为家庭原因，女儿此前一直比较内向。自

己也没能力满足孩子太多的愿望，心中有些愧

疚。不过女儿一直比较懂事，从来没有对家里提

出什么要求。上高中之后，小灵逐渐交到了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变得开朗、外向起来，也愿

意主动参加学校里的活动。这让妈妈的心里好受

多了。

高考结束后，小灵打算找一份暑假工，帮家里

分担一点经济压力。但面试了几家公司，相关条

件并不合适。于是她决定利用假期学习技能，帮

妈妈和奶奶分担一些家务。另外还要补充一些专

业知识，为大学学习打下基础。“可能被录取到地

理专业，这并不是自己的强项，所以还要利用假期

好好提升自己。”

小灵表示，入读大学后打算先打工赚些钱，尽

可能减少家庭的经济负担。

因家庭原因
她打消了学画的念头

小灵在家中做家务。受访者供图

“门店生意难做，女儿又在国外留学，压力有些大”

光明眼镜店杨先生 捐款7000元助学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公益之路
光明眼镜店杨自和先生投身公益，最先是源于

“为特困群众送年货活动”，至今已经有 7 年。后来，

他又参与金秋助学捐款，2022年捐款 6000元，资助一

个大一新生；2023 年捐助 9000 元，资助醴陵的左同

学，其中 6000 元学费，3000 元生活费，并承诺资助左

同学直至大学毕业。

记者采访
7 月 24 日，光明眼镜店的杨自和先生通过微信

捐来两笔助学款，一笔 6000 元，一笔 1000 元。为什

么分两笔捐款呢？杨自和说，6000 元用来继续资助

去年的左同学，1000元用来资助今年的新生。

光明眼镜店是一家 30 年老牌店，位于市中心医

院急诊科对门的黄山路。这家店子，开到中心医院

附近才 11 年，此前的生意还不错，质量有口碑，服务

上一切为顾客着想，关键是价格亲民。

“因为我们是夫妻店吧，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

杨自和说，今年金秋助学，本想再多捐助 5000元资助

一个新生，但今年的生意确实有些困难……再加上

女儿在国外留学读研，压力确实有些大。

2023 年助学时，杨先生就明确表态，希望不与他

资助的左同学见面，所以，见面会时，他是委托记者

将 9000元资助款交给左同学。记者这次采访时问他

原因，他说：“我捐资助学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受助同

学能够放下一切包袱，轻装前进，不要有任何心理负

担。我想等他大四时再与他见个面。”

杨自和说：“虽然今年不见面，还是请帮我带句

话给他吧，希望左同学能克服一切困难，好好读书，

学有所长，学有所用，学有所成，将来为家庭、为社会

做出贡献。”

左同学为醴陵明月镇人，2023 年考上了南华大

学。他的家庭是建档立卡贫困户，母亲已经过世。家

里 3 个孩子，左同学是老大，老二 10 岁，老三才 9 岁。

他父亲左先生在外打工，老二老三由爷爷奶奶照看。

25 日下午，记者联系上在青海打工的左先生，他

说：“非常感谢杨先生的帮助，他的好心肠，全家人都

记着哩！”

金秋助学爱心热线：郑记者 13873320022，微
信同号；28829110。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黎世伟 通讯员/袁江

烈日炎炎，正是炎

陵黄桃采摘季。7 月 22

日，炎陵县霞阳镇石子

坝 村 一 家 黄 桃 种 植 园

里，一名个子偏小、身体

单薄的女孩，挑着满满

两筐刚摘下的黄桃，缓

慢地往 100 多米开外的

公路前行。担子过重，

她脚步有些踉跄。

女孩名叫何颖，18

岁，炎陵一中毕业生，刚

以 486的成绩考取大学，

却因家庭变故，生活陷入困境。当天，她的父母亲也

拖着病体采摘黄桃。他们脸色蜡黄，行动明显有些

迟缓，但由于家里没有劳力，只得冒着酷暑“上阵”。

其实，以前何颖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差，只是后

来家人患病，家境每况愈下。何颖初中起，母亲就

开始患有眩晕症、较严重的胃病等，需长期服药控

制病情。

2019 年，何颖时年 80 多岁的奶奶不幸摔成腿

部骨折，终生瘫痪，全家重担落在父亲肩上。去年

下半年，何颖妈妈突然患上心脏病，几次徘徊在死

亡边缘，后经治疗，才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从此

基本失去劳动力。

为了生活，父亲不分昼夜，拼命干活。不料今

年上半年，父亲突发心梗，累倒在工地上，被亲友

连夜送到省人民医院救治，才捡回一条命，从此在

家静养。每天花费近百元医药费，再也干不得重

体力活。

经多次家庭变故，何家不仅花光所有积蓄，还

欠下不少债务。

让父母感到欣慰的是，懂事的何颖没有因此

颓废，而是越发努力学习，今年高考考出了 486 分

的好成绩。

“孩子周末回家，地里、山上的活抢着干，晚上

还要看看书。”何颖母亲说。何颖计划采摘完家里

的黄桃后，去长沙打暑假工，为家里分点忧。

父母带病采摘黄桃
她独挑重担不胜负荷

姓名：何颖

性别：女
年龄：18岁

毕业学校：炎陵一中

高考分数：486（历史类）

填报院校：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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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颖小小年纪，却
挑起家庭的重担。

炎陵县教育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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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小毅

性别：男
年龄：18岁

毕业学校：茶陵二中

高考分数：496（物理类）

填报院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洲平

走进茶陵县下东街道一老旧小区，在 3楼一间

民房里，记者见到正在书桌前埋头看书的小毅，高

高瘦瘦的身材，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有些内向，但

眼神中却透着股坚毅与韧劲。

3岁时，小毅父亲因病去世了，次年母亲改嫁，孤

零零的他从小跟着外祖父母在茶陵县枣市镇生活。

幸 运 的 是 ，小 毅 的 成 长 并 不 缺 乏 亲 人 的 关

爱。特别是叔叔，像小毅心中的父亲一样，是他学

习的榜样，一直资助着他求学，考入高中后，叔叔

将县城老房子借给他居住。“如果父亲没有去世，

也许会像叔叔一样成功，我要努力读书，成为父亲

的骄傲。”小毅说。

也许是从小缺乏父母的庇佑，小毅比同龄的

孩子显得成熟些。小学和初中，他兼顾学业的同

时，常常帮助家里干农活，村里不少老人提起他都

竖起大拇指。初中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茶陵

二中，后来成为班里自立自强的榜样，多位老师他

的评价是“懂事”“认真”。

“虽然高考发挥不太理想，但我相信只要努

力，未来会变好。”小毅说，叔叔在深圳从事工程机

械行业，需要用到大量的微电子技术，因此他填报

的志愿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希望未来能参

与到国家工程机械事业中。

高考结束后，小毅没有放松学习，一直在为梦

想努力。“平时练练字，巩固外语等知识，也会去图

书馆借阅微电子相关书籍，8 月初还计划去深圳打

工，近距离感受工程机械行业的发展。”他说。

缺乏父母庇佑的他
希望成为父亲的骄傲

小毅暑假在家坚持学习。 记者/陈洲平 摄

该省省，该花花。这两年，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闲置经济日
益升温。不管是在线上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还是本地的二手交易市
场都可以看到，有人忙着“断舍离”，也有人捡漏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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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更有性价比 价格异常需警惕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线上二手交易 年轻人是主力

前不久，市民肖女士整理了自己婚礼的闲置

物品，包括秀禾服、婚包、游戏道具等等，放在线

上闲置物品交易平台售卖。

将物品的信息和照片上传，和买家线上协商

交易细节，快递上门取走卖出物品……足不出

户，二手交易在指尖轻松完成。

“可能是我真的卖得很便宜，当天就有人下

单把东西都买走了。”肖女士并不为自己的“甩

卖”感到可惜，毕竟对她来说，这些物品如果不转

卖。就只有长时间闲置甚至被丢弃的结局，而通

过二手平台将其流通给有需要的人，自己也能获

得小小“返现”收益，是一种互惠互利。

服饰、香水、电子产品……实际上，这几年，

肖女士陆续在线上交易平台出售了 40 余件闲置

物品“回血”，有些交易甚至让她小赚一笔。“比如

我收藏的一些商品因为停产出现较高的溢价，也

会通过二手平台转卖出去。”肖女士介绍。

这两年，年轻人对闲置商品的热情，催生了

二手交易市场的繁荣。

各类二手电商 App 的用户画像数据表明，

18—34岁的青年对二手经济表现更为活跃。

对于当代青年而言，他们在购物时更趋向于

理性买卖，讲究“实用主义”。

“不是全新买不起，二手更有性价比。”在“95

后”小伙万科林看来，类似小家电等经常更新换

代的商品，如果可以在二手平台花更低价格买次

新闲置，消费少了很多压力。

二手交易市场的繁荣，也疏通了年轻人参与

公益环保的“堵点”。

这两年，市民吴女士都将自己的旧衣服打

包，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转赠出去。“以前也希望捐

赠给有需求的人，但要自己大包小包扛出去太麻

烦了。”吴女士说，现在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

单，有快递员上门取送，捐赠衣物所得的奖励积

分还可以兑换些日用品，也是一种不错的处置方

式。

线下“二手市场”满足看货需求

线上交易火热，线下的二手交易同样盛行，

而且发展得更早。

在芦淞区公园路与金联路交叉口附近，有一

处旧货市场，提供买卖双向服务。

记者看到，这里不少门店和摊位前，堆满了

电脑、冰箱、橱柜、沙发座椅等旧家电家具，琳琅

满目，让人眼花缭乱。

做了近 20年二手回收买卖生意的刘老板，在

这里有个主营二手空调的摊位。

“几 百 元 钱 的 杂 牌 空 调 也 有 ，几 千 块 钱 的

也有。”刘老板指着店内一台看上去九成新的

品牌空调告诉记者，这是市面上还在流通的款

式，门店售价 5000 多元，他这里可以便宜 1500

元左右。

那么，这些二手商品的货源来自哪里呢？刘

老板透露，他们的货源有一部分来自上门收购或

者市民主动来兜售，但大宗生意主要来自一些转

让的饭店、酒店等等。“比如现在有家酒店要转

让，里面总共多少个房间，多少张桌椅、床、空调

等等，我们算好后全部打包，这种生意是做得最

多的。”刘老板给记者打了个比方。

之所以更偏好做这类大批量的生意，还是因

为这类商品往往保养维护得好一些，更适合出手

转让。“总还有人要开店做生意，这些二手商品的

性价比就显现出来了。”刘老板介绍。

另一家做二手办公家具用品的李老板，在和

记者聊天过程中就接了一个订单，是本地一家企

业找她订几套办公桌椅。“现在很多厂家要节约

成本，都来我们这里订货。”李老板介绍，也有一

些散客生意，来选购的主要是出租房的房东、外

来务工者等等。

“在网上看了几家店，还是选择了到线下来

选购。”在本地做家政服务的何女士，最近换了出

租屋，特意来选购一台空调。在她看来，到线下

选购可以更直观看到商品的成色，也能更方便沟

通价格和安装事宜，对她来说更放心一些。

提醒：
二手商品也须“明码标价”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

转变，“买二手、用二手”正被越来越多消费者接

受，逐渐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二手交易品类日

渐丰富，也成为推动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

不过，记者在本地二手交易市场走访时发

现，绝大多数门店的产品都没有明码标价，买卖

主要靠商家“喊价”，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二手交易

的服务品质和市场发展。

“明码标价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一项重要措

施，不管是新品还是二手商品的销售，都必须遵

循这一法规。”对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

诉举报科科长刘萱介绍，消费者发现未明码标价

的商品，可以拨打 12315、12345投诉举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规定，经营者

违反明码标价规定的将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

得，还可并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消费者面前，那就是怎样

确定这个“明码”是否真的明码，“标价”是否真的

标价。一件二手商品究竟值多少钱？判断依据

是什么？这些都缺少规范的价值评估体系。

记者了解到，二手商品由于属于“非标”产

品，目前在价值界定上主要靠买卖双方的共识，

不过，相关的行业政策都在逐步完善。

今年 3月，中国旧货业协会、全国二手货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已启动《二手货品质鉴定通则》和

《旧货（二手货）市场经营管理规范》2 项国家标准

修订工作，从商品品质鉴定到商户经营管理，都

将有更加明确具体的规范和要求。

实际上，为了促进二手车行业健康发展，我

国已经出台相关规范政策方案，并鼓励保险机构

为二手车提供延保等相关服务。

对 此 ，相 关 业 内 人 士 指 出 ，大 宗 消 费 品 除

了汽车，也包括家电、家具等产品，同样可以通

过政策支持引导，在金融、保险、售后等方面强

化服务，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在二手

交易中，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对于价

格异常高昂或低廉的商品，消费者务必要保持

警惕。

对于部分消费者来说，到线下选购二手商品更能避免货不对板等问题。

记者/伍靖雯 摄目前，本地市场二手交易的商品仍存在未明码标价等情况。 记者/伍靖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