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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的结束，我市城区
6400 多名高考考生迎来了求学路
上最惬意的超长假期。这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不仅是考生的一个
重要人生节点，还催热了消费市
场。“后高考经济”升温，是多方共
赢的结果。考生们在十二年的寒
窗苦读中承受了无数压力，高考
一结束，他们渴望通过酣畅淋漓
的消费方式来释放内心压力，而且
即将步入大学的他们，也希望通过
购置新装备、提升个人形象、增加
个人技能等方式，迎接新的人生
阶段。

考生家长们也希望通过满足
孩子的物质需求，奖励孩子备考期
间的辛苦付出。同时，敏锐的市场
商家们也抓住了高考经济产业链
的消费趋势，纷纷推出了各种针对
考生的促销活动，极大地激发了考
生和家长们的消费欲望。

面对“后高考经济”热，家长和
考生有必要理性和冷静，平衡物质

奖励与成长需求方能受益。真正
的成长，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在
于规划好考后生活及未来走向。
家长要做好引导工作，帮助孩子培
养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要量力
而行、理性消费，避免盲目攀比和
追求虚荣。

各相关部门也要护航“后高考
经济”，从市场监管、行业规范等角
度发力，坚决杜绝披着“后高考经
济”外衣，借助考生噱头炒作等不
健康消费行为。要强化执法巡查，
从严治理监管，切实保障考生的消
费权益。

同时，家长和考生也要警惕商
家的消费陷阱。如在报名旅游团
时，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明确费
用包含项目，防止强制消费；选择
美容医美项目，务必挑选正规机构
和有资质的医生，确保安全。

还有，家长要将社会上存在的
一些消费陷阱，告知给孩子，帮助
提高辨识能力。毕竟考生长期在

校园学习，对社会情况知之甚少，
缺乏辨识消费欺诈、电信诈骗等能
力，一旦脱离父母进入大学后，就
容易被骗而折财。

“考后经济”升温，反映了考生
和家长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反映
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为消费市场
注入活力。但无论是考生、家长还
是商家，都应保持理性，让这股消
费热在合理、健康的轨道上发展，
让考生们在受益的同时，也能收获
成长和进步，以更好的姿态迎接新
的人生篇章。

理性对待“后高考经济”
潘天庆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
帷幕，“后高考经济”迅速
升温。小小一张准考证正
悄然变成高考生的“专属
福利卡”，精准撬动数码产
品、餐饮旅游、技能培训等
多领域消费，释放出强劲
的暑期经济活力。
（6月19日《安庆晚报》） 眼下，随着高考的结束，“后高考

经济”也随之升温。但对于考生的父
母而言，除了担心孩子能否考上心仪
的大学之外，还要面临孩子高考后的

“高消费”问题。
据了解，很多孩子高考后首先考

虑的就是要购买“手机+电脑”两件
套，有的甚至要购买“手机+电脑+平
板”三件套，且样样都要“高配”，价格
不菲。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尚可的还要
好一些，但对于那些经济条件并不太
好的家庭而言，这样的“高消费”无疑
是一种巨大的负担。

其实，孩子高考后，有没有必要购
买“两件套”或“三件套”，这并非是不
可或缺的标配，完全可根据家庭经济
条件而定。再说，即使需要购买“两件
套”或“三件套”，这也需因人而异，家
庭经济条件殷实的，就买价格贵一点
的，家庭经济条件薄弱的，就买价格低
一点的，只要能用即可。如果非得不
顾家庭经济条件而选择相互攀比，那
这样的消费观可就出问题了。这无疑
不利于孩子今后消费观的培养。

因此，笔者以为，“后高考经济”升
温，有必要给孩子补上一堂“消费
课”。一方面，作为父母，应加强对孩
子金钱观和消费观的教育，要把金钱
观和消费观融入平时的教育之中，帮
助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消费观，让
孩子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
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和初衷；另一方
面，作为学校，应组织高三班主任和科
任老师，不妨利用高考后的空闲时间，
走进学生家中进行家访，既了解学生
高考后的生活状况，又可利用这个时
机给予必要的消费观和金钱观教育，
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高消费”的弊端，
从而避免盲目消费攀比。

当然，作为孩子，也应知道自己还
是一名消费者，要学会设身处地地替
父母着想，须知花钱容易，赚钱不易，
要学会不乱花钱，学会节俭。切不可
只顾自己的面子，看见别人装备了“两
件套”或“三件套”，也跟着向父母要

“装备”。要知道，自己高考后的主要
任务就是准备进入大学求学，今后的
学习任务还很重。如果高考后一味地
只追求“高消费”，盲目攀比，而忘了自
己的“正事”，那势必不利于孩子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孩子们，高考后别忙着装备“两件
套”或“三件套”了，请多些正确的消费
观，少些盲目的攀比，学会体谅父母，
学会量力而行，千万不要被“高消费”
迷失了双眼，迷失了方向。

“后高考经济”升温

莫忘给孩子补

一堂“消费课”
廖卫芳

高考结束，“后高考经济”悄然
升温，旅游、餐饮、娱乐等行业纷纷
推出针对应届毕业生的优惠政
策。准考证变身“通行证”，各种优
惠纷至沓来。抢抓“后高考经济”
是拉动文旅消费、激发市场活力的
重要契机，但也应看到，仅靠短期
让利与营销造势远远不够，真正留
住人心的，始终是内容的质量与服
务的诚意。

当前的“后高考经济”呈现出
一种“青春专属”的消费特征。一
方面，毕业生群体对旅游、休闲、社
交的需求集中释放，形成了阶段性
的消费高峰；另一方面，这一群体
对体验的个性化、多元化、深度化
要求愈发明显，已从“走马观花”式
打卡向“深度沉浸”式体验转变。
因此，抢抓“后高考经济”，既要在

“引人”上下功夫，更要在“留人”上
做文章。只有在优惠之外下足诚

意功夫，把服务做精、体验做足，才
能在激烈的“后高考经济”竞争中
脱颖而出，抢占先机。

具体而言，要在内容供给上创
新升级。学生群体看重的不只是
价格，更是体验。景区不妨加强互
动参与式项目设计，策划针对年轻
人的特色线路、沉浸式演出、研学
游项目等，让游客愿意留下脚步、
驻足感受，使其在游览中有所学、
有所感、有所思、有所获，感到“不
虚此行”，流连忘返。

要在服务体验上精准提升。
当下的年轻人更加注重服务的细
节与效率。从线上预约的便利性，
到景区讲解、导览、餐饮、交通的协
调统一，每一处细节都考验着运营
的专业度。相关部门和企业应加
强数据互通与部门协同，打造无缝
衔接、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链条，
为毕业生群体打造真正舒适、便

捷、有温度的消费场景。
要在品牌建设上久久为功。

“后高考经济”固然是阶段性现
象，但更深层的目标应是塑造区
域 文 旅 品 牌 、拓 展 消 费 口 碑 效
应。除了门票优惠，接下来更应
考虑，如何通过这一特殊“窗口
期”实现城市形象传播、文旅资源
推广与青年市场培育的有机统
一，构建具有长期生命力的文化
消费品牌，使“后高考经济”的“长
尾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后高考经济”不是“一锤子买
卖”，今年有“后高考经济”，明年还
有。说到底，抢抓“后高考经济”，
不只是对市场机会的迅速响应，更
是对青年需求的深刻体察、对服务
细节的精耕细作。真正做到以优
惠吸引人、以诚意留住人，才能不
断提升“后高考经济”的竞争力，吸
引更多“头回客”成为“回头客”。

“后高考经济”不是“一锤子买卖”
孙维国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