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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之路：李超与张靖夫妇坚持参加金

秋助学已经 7年。李超一直热爱公益，本人还是株洲

书协会员，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年春节前夕都会参加

写春联的公益活动。

●记者采访

7 月 31 日，李先生通过微信捐款 3000 元，他说：
“我是李超与张靖的儿子，他们不知道操作微信，托
我捐款。明天是八一节，作为退伍老兵，他们要求我
今天一定要将捐款打过来。”

李超今年 96 岁，张靖 91 岁，夫妻俩均是离休干
部。作为《株洲晚报》的老读者。2018 年开始他们
夫妻就开始关注本报的金秋助学活动，第一年捐款
2000 元，2019 后的每一年，都是捐款 3000 元助学。

夫妻俩都是退役老兵，其中李超参加过抗日战

争、张靖参加过解放战争。8 月 1 日上午，株洲日报

知株侠金秋助学协办单位——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

会开展“‘乐得’关爱为国做出特殊贡献的老人”慰问

活动，专门慰问株洲 28名有贡献的老兵，其中，李超、

张靖夫妇是慰问对象之一。

1 日上午 9 时 40 分许，第六组志愿者唐利萍、喻

力、吴一终、石建梅及小志愿者卢殊航来到了李超、

张靖家，送上八一建军节的祝福和慰问。记者和志

愿者开通了视频，见到了老人李超和他儿子，但张靖

老人不在家。通话了解到，张靖因身体不适，人在医

院住院。

下午5点，记者与代父母捐款的李先生微信视频，

他正在医院陪其妈妈张靖。记者代表株洲日报社知

株侠金秋助学组，向张靖老人送去建军节祝福，并祝

其身体早日康复。在视频中，张靖老人给受助学子送

了一句话：“希望他们好好学习，为国做出贡献。”

近3年的努力，化作了成长的通行证。今

年 3月，小泽顺利完成高职单招考试，并被湖

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小泽的老家在天元区三门镇，因父母

常年疾病缠身，且需服药维持，家中长期没

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近两年，父亲手术后

情况稍有好转，独自一人在市区打零工。

虽然选择就读中职，但是小泽一直没

有放弃对升学的追求。在校期间，他认真

好学而成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并在老师的

推荐下，参与了市级的一些专业赛事，积累

了更多的经验。

屋 漏 偏 逢 连 夜 雨 。 去 年 ，他 意 外 摔

伤 ，造 成 右 腿 膝 盖 韧 带 断 裂 、髌 骨 骨

折 ，不 得 不 进 行 手 术 。 同 年 ，母 亲 也 因

病 情 恶 化 进 行 手 术 ，只 能 向 亲 友 借 钱

进 行 治 疗 。

但接连的变故与打击，并没有消磨小

泽的意志。今年 3 月，他成功通过高职单招

考试。为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4 月，他和

朋友前往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每天从早

干到晚，虽然辛苦，但在他看来，一切都很

值得。今年 7 月，因办理毕业和升学相关手

续，他回到了株洲。目前，他借住在亲戚

家，帮忙做些家务并照看小朋友。

小泽说，假期还有 1个多月的时间，打算

好好补习一下专业课程，提升自己的能力，

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准备。将来要学

好技术，积累更多经验，帮助家庭减轻经济

负担。

7 月 30 日，记者一行来到天元区

万丰湖石子塘，找到一栋简易民房，

在这里，小颜一家四口一住就是 40

多年。

“小颜去当家教了，要一会才能回

来，你们先坐。”小颜的母亲正在种

菜，看到我们到来，连忙放下手中的

活计，热情地迎了上来。

命 运 似 乎 总 喜 欢 捉 弄 苦 命 人 。

2010 年，小颜的父亲因车祸去世，留

下当时年仅 3 岁的小颜和只有 3 个月

的妹妹。不久，小颜的爷爷因忧虑过

度，也因车祸去世。小颜的奶奶经受

不了接二连三的打击，身体状况急转

直下，心脏功能严重受损，家里常备

速效救心丸以防不测。

为了抚养小颜姐妹俩长大，小颜

的母亲多年来靠打零工，种菜来维持

生计。

虽然家里遭受了多次重大变故，

但小颜的母亲一直希望女儿成长为

一个阳光向上的女孩，所以从不在小

颜面前传递负面情绪。小颜也不负

母亲的期望，从小便乖巧懂事，性格

开朗。

“她太懂事了，给她买什么就用什

么，从来不主动要求买衣服和零食。”

小颜的母亲欣慰中透着心酸。

从小到大，小颜学习上基本不需

要家里人操心。她知道只有好好学

习才能让家里的情况好转，于是更加

刻苦用功。

高考结束后，小颜本想打暑假工

减轻家里的负担，但由于未满 18 岁，

多家单位拒绝了她。一筹莫展之际，

小颜的姨妈帮助了她。她聘请小颜

辅导自己的孩子，并给一定的报酬。

对教育事业充满向往的小颜填报

志愿时坚定地选择了师范专业。“教

师是我喜欢的职业，我相信自己未来

能站上讲台，为更多小孩带来温暖。”

小颜坚定地说。

记者驱车前往小龙家中，刚停

好车，即便天气酷热，小龙的母亲已

经在门口等候多时。走进家中，小

龙已经切好西瓜，还细心地把瓜皮

剔除了。小龙的家中虽然简陋，但

干净整洁，客厅的墙壁上，贴了十多

张奖状，那是最好的“装饰品”。

小龙很礼貌，做事细心，但性格

内向，不太爱说话。他的母亲说，小

龙小学时，其实也是个活泼好动的

孩子。

然而 2018 年，小龙 11 岁，正值

小升初关键阶段，这家人的命运悄

然发生改变。小龙父亲被确诊为癌

症晚期，纵使一家人倾其所有，积极

治疗，可小龙的父亲一年后还是不

幸离世。

给父亲治病，小龙家里掏光了

家底，欠下了十多万元外债。他的

母亲边在酒店务工，边照顾公婆，每

个月的微薄收入，也只能勉强维持

日常开销。而自从小龙父亲离世

后，活泼的小龙，开始变得沉默，很

长一段时间，未能从阴影中走出。

小龙的母亲说，那时候，小龙同

时被景炎、景弘等多所学校录取，但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小龙最终选

择前往学费更少、离家更近的公办

中学。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小龙

自己要求寄宿，就是不想让母亲还

要额外花心思照顾他的情绪。这些

年，小龙也从未奢望补课或者单独

辅导，毕竟家里的状况，已然是不允

许了。

小龙的老师说，走进教室，头

几 个 来 早 自 习 的 学 生 当 中 ，肯 定

有 他 。 但 小 龙 总 默 不 作 声 ，遇 到

难 题 总 自 己 琢 磨 ，老 师 们 只 能 主

动问他。

这次小龙的高考分数，过了本

科线，小龙母亲表示很知足了，也知

道小龙努力了。高考才结束，小龙

不敢闲着，找了一份暑假工。炎炎

夏日，他每天步行 45 分钟去洗车店

洗车。

“我想攒钱，给妈妈买一辆电动

车。”小龙说，母亲为了省钱，这些年

来，一直都是步行去上班，风雨无

阻，他看着着实心疼。

谈及大学的计划与打算时，小

龙表示，他想边学习边兼职，尽量自

己存下生活费。小龙不觉得这样辛

苦，因为吃过了生活的苦，才会更加

珍惜学习的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来改变命运。

（图片来自志愿者上门慰问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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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炎炎

夏日，对于不少老饕来说是又到了啃鸡爪的季节。

不过，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一产品的价格悄

然走高，“鸡爪价格暴涨直逼牛肉”一度冲上热搜。

这两日，记者也走访本地几家商超市场，发现鲜

鸡爪的价格上涨至和新鲜牛腩持平，但受夏季夜宵

消费等需求增加，仍然较受消费者青睐。

前天下午，记者在株百超市中心广场店看到，

“圣农”品牌的鲜鸡爪售价为每公斤 59.6元，“是比之

前贵一些。”超市的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注意到，旁边的鲜肉区内，“毛平黄牛腩”

打出了促销价，同样是每公斤 59.6元。

而在蓝海农贸贺嘉土大市场的一个摊位上，两

个铁托盘里的鸡爪正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是冰鲜货，适合做卤味。”摊主李老板告诉

记者，最近这批货的价格根据鸡爪的大小，分为每

公斤 44 元、50 元两种，夏季夜宵盛行，虽然价格比往

年贵，但销量还是很好，“上一批货更贵，每 500 克买

到 28元，现在还降了一点。”李老板说。

与之相关的鸡爪制成品如虎皮鸡爪、柠檬无骨

凤爪等等，价格也小幅上涨。“虎皮鸡爪卖 38.8 元

500 克，已经是促销价了。”株百超市中心店的营业

人员介绍，之前售价约在 32 元，最近成本提高了所

以跟随调价。

农产品交易平台“一亩田”数据显示，8 月 1 日，

国内鸡爪的产地货源均价为 36.62元/公斤。回顾这

几年的市场行情，相比 2020年、2021年的低位 25元/

公斤，鸡爪价格上涨约 47%。

近年来，鸡爪的需求量呈增长态势。据公开报

道，全球鸡爪 80%流入中国，我国每年吃掉的鸡爪就

有 336亿只之多。

据媒体报道，7 月下旬，巴西南部某州爆发新城

疫疫情，巴西农业部宣布暂停对我国的家禽出口，而

巴西也是目前对我国出口鸡爪鸡翅量最大的国家。

供给减少，消费需求还在增长，鸡爪的价格自然

水涨船高。

那么，鸡爪的价格还会继续上涨吗？卓创资讯

肉鸡分析师孙亚男认为，从上游原料价格变化及预

期考虑，8 月白羽肉鸡出栏量相对偏紧，叠加季节性

需求的带动，预计白羽肉鸡价格或保持稳中偏强走

势，毛鸡价格的趋强运行或进一步支撑鸡爪价格维

持趋强运行走势。9 月，考虑到毛鸡价格存在回落

预期，预计爪类价格会窄幅回落，但大幅下滑亦有

难度。

高温天 年轻人反向“囤”冬衣
——夏日经济观察系列之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炎炎夏日，到商场抢购温暖的羊毛大衣、羽绒服，

却成了年轻人出门的一大理由。

记者走访城区多家服饰商场看到，不少门店搞起

了“反季促销”活动，吸引消费者前来“捡漏”。

值得一提的是，“冬衣夏销”火热的背后，还伴随

着“直播带货”等销售模式的更新，催生了年轻人的新

时尚。

室外骄阳如火，株洲意法时尚中心二楼一家门店

内，却摆满了刚刚上新的秋冬大衣、毛衫等厚实保暖

的衣裤。

身穿清凉夏装的李女士，正忙着选购大衣，不时

穿上一件试看效果。“看着有几款合适的，质量和价格

都不错，打算多囤几件。”李女士告诉记者，往年自己

的冬装预算比较高，一件大衣可能就要上千元，一个

冬天的衣着花费最少要 5000 元。今年注意到很多服

饰门店开始反季促销，而且衣服款式设计、材质也不

错，特意来“捡漏”。

记者注意到，这里售卖的冬装绝大多数是常规版

型，浅灰、米白等百搭色系，从外观来看属于不容易

“过时”的经典款。

“现在的消费者都追求性价比，夏季也是买冬装

最划算的时候。”该店一名员工向记者介绍称，他们是

7 月中旬上新了最后一批新款夏装，现在开始做反季

清仓专场，门店的大衣有不少来自浙江的生产基地，

基本都是 100%纯羊毛的面料，不少货品单件的价格在

三四百元不等，“我们的售价就是进货价”。

“这个季节拿羽绒服批发价可以便宜一半。”另一

家专卖羽绒服的李女士介绍，她也是在浙江拿的货，

旺季时平均一件冬装羽绒服的拿货价要 400 元左右，

夏季只要约 200元，拿得多源头价格相对优惠一些，他

们也可以早点促销、回收现金流。

也有一些商家趁着反季促销清库存。建设南路上

的另一家女装专卖店门口，商家推出了“全场低至39元

起”的促销活动，除了秋冬的大衣，还有羽绒服等陈列。

“去年冬天差不多要卖到 700元的羽绒服，现在售

价不到 300 元，所以有不少顾客抢购。”该店一名员工

告诉记者，现在夏装陆续上新完毕，再过不久就是新

一季的秋款陆续上新。

记者在芦淞服饰群的商场内随机采访了几位消

费者，都对反季促销时选购表示支持认可，“毕竟服装

没有保质期，碰到自己喜欢的款式又有优惠的价格，

当然要趁机买买买。”有消费者认为。

今年的反季促销潮流不仅体现在价格优势

上，随着越来越多做传统服饰批发的商家看到了

直播电商的“流量红利”，也纷纷通过直播带货、短

视频营销等新型销售方式，将产品推广展示给更

多消费者和潜在客户，提升销售效率和客户消费

体验。

“现在肯定要做直播的。”在新天地服装批发

市场做羽绒服生意的“洁洁”告诉记者，以前夏季

是门店生意淡季，有时候甚至会暑休，随着这两年

反季购物在年轻消费者群体里大热，她也迅速加

入，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人气和销量。

反季买衣服火热的原因，首先还是因为便宜。

记者打开电商平台搜索“反季羽绒服”，看到

不仅有个人服装店主在直播推荐，还有不少羽绒

服品牌推出了“反季大促”。而在“小红书”等社交

平台上，不少用户晒出自己反季购物的清单和省

钱攻略。

此外，“反季节穿搭”也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

话题，“小红书”上显示该话题的浏览次数已超过

9.4亿次。

“反季节促销既是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日益

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也是商家合理利用资

源、优化库存结构的方式。”采访中，本地一名服饰

行业从业者表示，这两年服饰行业库存压力较大，

夏季销售冬装，一方面可以缓解冬季销售高峰期

的同行竞争压力，尽早回笼资金，也能够为消费者

提供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和实实在在的优惠。

不过他也提醒消费者，在“薅羊毛”时还是要多

保持一份清醒，看好商品的质量和款式是否符合自

己的要求，确保能够买到真正称心如意的商品。

◀本地一家超市内，新鲜

鸡爪售价与鲜牛腩持平。

记者/伍靖雯 摄

每公斤约60元 鸡爪卖出牛腩价

反季囤货 冬装成了“香饽饽”1

今年，“冬衣夏销”成热点 记者/伍靖雯 摄

直播带货 推动反季商品“逆袭”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