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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八成新而且能正常使用的冰箱，
不分品牌和使用年限，回收时往往是“一
口价”，少则50元，多则100元。油烟机、灶
具等更是被回收者“嫌弃”，经常是 10元
就拉走甚至是白送。

如今，随着家电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退役”的旧家电如何估值是市民比较关
注的话题。不少市民认为，目前旧家电估
值偏低，应该让它们流通到二手家电市
场，实现价值最大化。

旧家电贬值
让人意外又无奈

家住市区沧运小区的刘女士计划在
“五一”假期乔迁新居。前段时间，她去市
区解放路的一家家电商场逛了逛，想买一
台外观时尚的对开门冰箱。“我家里有一
台旧冰箱，用了不到 3年，能否以旧换新
呢？”对于刘女士的这个问题，商场服务员
表示，送家电的师傅上门后会对旧家电估
价并回收。几天后，送家电的师傅把冰箱
送到了刘女士家，看了看刘女士家的旧冰
箱，表示可以给 50元。一番讨价还价后，
最后以60元成交。

刘女士告诉记者，这台旧冰箱当时买
的时候是 2900多元，如今竟然卖了个白
菜价，挺心疼的，但也没有办法。

记者了解到，旧家电因回收价格太
低而被吐槽并非个例。前一段时间，市
民徐女士因为要装修房子，想卖掉家里
的一台洗衣机。在二手平台上咨询后，
这台八成新而且能正常使用的洗衣机
被估价 50 元。“如果机器有故障我就认
了，现在这价格不就等于白扔吗？”如此
低的回收价格令李女士感到不值，思考

一番后，她决定先“凑合”一阵再做打
算。

“一口价”回收
旧家电大多被拆解

最近几天，记者登录了几家人气较高
的回收平台。从回收旧家电的标准来看，
偏低的回收价格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
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等大件的家电，
不论使用年限还是品牌，往往都是“一口
价”回收。其中空调的身价较高，大多给出
了“3位数”的报价，其他类的家电多在50

元至100元之间。
用了一年的家电和用了十年的家电，

怎么都是“一口价”回收？在市区一家商场
从事家电配送工作的马师傅告诉记者，旧
家电被回收后大部分用于拆解，这就很难
让回收的家电拥有更高的价值。“空调含
有铜、铁等金属，回收时相对来说更值钱
一些，像冰箱、洗衣机等家电，值钱的金属
含量比较少，所以就不值钱了。”马师傅
说，大部分旧家电从市民手中回收后就送
到了拆解工厂，只有少量的旧家电进入了
二手市场，且主要集中在空调或洗衣机领
域。

从事家电维修工作的孙师傅表示，回

收的洗衣机、空调经过清洗、消毒之后有
可能被二次利用，这中间能让回收商有一
定利润。但像冰箱这样的家电，虽然功能
正常，被二次利用的机会很低。一方面是
由于旧冰箱有些异味，另一方面则是涉及
食品存放，大部分市民在心理上并不接受
旧冰箱。

如何不被低估
需物尽其用

“能正常使用的旧家电直接变成了
‘破烂儿’，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于旧家
电被回收时的低估价问题，不少市民表
示，应该结合家电的品牌、新旧程度和功
能完好情况等因素，进行更加合理的估
价。

记者了解到，2024年 3月 7日，国务
院印发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中提到，加快“换新＋回收”物流体
系和新模式发展，支持耐用消费品生产、
销售企业建设逆向物流体系或与专业回
收企业合作，上门回收废旧消费品。

“以旧换新的旧家电收购价低，是因
为现在对旧家电的使用方式还非常粗
放。”多年从事“海尔”家电产品售后服务
工作的刘先生表示，要想让旧家电不被低
估，应该让它们物尽其用。旧家电回收的
价值不一定完全通过报废拆解和原材料
回收来实现，拆解与再利用应该有效结合
起来，畅通再利用的信息渠道。对于那些
使用时间较短的旧家电，在消毒并保证其
正常功能的情况下，可以满足农村、偏远
山区等特定市场的需求，这样就可以继续
发挥它的作用。

用了3年的冰箱只值60元，半新的油烟机灶具竟然给10元就拉走——

旧家电身价如此贬值为哪般
本报记者 孙亮

穿越、逆袭等内容的几分钟短剧，剧情紧凑又常出现反转，引人不断充值——

欲罢不能的三分钟短剧
本报记者 李婉秋 摄影报道

“本想睡前刷个视频，结果不小心追剧
追到第二天凌晨，还花了不少钱。”近日，家
住运河区“90”后女孩小李无奈地说。

欲罢不能
“上头”的三分钟短剧

“这个穿越剧真好看，我花钱一口
气看完了。”小李说，前不久的晚上，本
想随便刷刷手机就睡觉，结果，她无意
中刷到一位美丽的女孩穿着嫁衣穿越
到古代的短剧。停留了几秒钟后，小李
本想划走，忽然剧中有人大喊“有人掉
进粪坑……”

小李的好奇心被激起。她接着往下
看，女孩成功救活了这个男子。就在剧中
男子向女孩求婚时，突然画面提示需要花
9.9元购买“钻石”才能继续收看。

“女孩应该会同意吧，她还会不会穿
越回现代呢？”小李说，自己辗转反侧，总
琢磨接下来的剧情。于是，她花了9.9元买
了上百个“钻石”。小李以为 9.9元能解锁
全集。谁知，这些“钻石”只能解锁几集，而
这部剧有好几十集。

就这样，小李多次充值9.9元后，终于
将这部剧看完。“这个短剧一共不到两小
时，但比一张电影票还贵。想想觉得剧情
挺荒诞，看完后除了第二天上班没精神，
一点收获也没有。”小李说。

短剧每一集虽只有 2分钟至 3分钟，
却“栓”住了不少人的心。去年秋天，“90”后
市民小静从一部穿越剧开始，入了短剧的

“坑”。“一位现代医生穿越到古代变成了

御医，并一路逆袭成了王妃。”小静说，看
到关键时刻要收费，不继续看又难受，她
只好充值了59.9元，一口气看完了全集。

如今已经刷过30多部短剧的张月告
诉记者，很多短剧剧情大同小异。她已总
结出剧情套路：要么是穿越重生，要么是
复仇逆袭，其中还夹杂着甜宠闪婚、恶毒
继母等。

记者随机浏览了比较热门的多部短剧
发现，同样的剧情有一些账号翻拍甚至二
次创作，许多短剧的内容“换汤不换药”。平

台通常设置前10集至15集免费观看，并在
收费的前一集结尾“卡”在剧情引人入胜的
部分。用户想要继续看，则需要充值解锁。
充值方式有按集购买、一次性购买全剧或
者直接购买看剧平台的年卡等方式。

理性看剧
避免盲目跟风

采访中，记者发现那些平均每集3分

钟的短剧，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精神食
粮”。追短剧的多为年轻人和业余时间比
较充裕的人。有些人对短剧的评价是“又
土又上头”，但大家一面嗤之以鼻，一面又
欲罢不能。

在大学生小张看来，一群不知名的演
员用夸张的演技，上演着一些内容雷同甚
至三观有问题的剧情。一些未成年人的价
值观还未完全形成，心智也不成熟，容易
受到网络短剧传达的负面信息误导，无法
形成正确的认知。

“短剧不乏有些奇葩剧情，隐形富豪、
落难千金，人物设定脱离现实，容易让人
产生幻想，活在梦里。”医生高伟说。

为何短剧让人如此“上头”？对此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于丽丽告诉记者，短剧满
足了当下人们的心理需求。在如今快节奏
的生活中，大家繁忙且充满压力。短剧成
为大家片刻的精神栖息地。

“短剧通过创新的形式和内容触动观
众的情感，紧凑的剧情和精彩的反转，仿佛
能让人暂时忘了外界的纷扰。”于丽丽说，
它虽然能让人心灵得到暂时的解放，但不
能替代现实生活中的努力和奋斗。如果过
分沉迷白日梦，人们可能会失去对现实的
感知和判断力，导致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
的困难。人们应该将白日梦视为一种心灵
的慰藉和激励，而不是逃避现实的手段。

另外，于丽丽表示，市民看短剧时要有
理性思维，享受短剧带来乐趣的同时，更要
学会独立思考，避免盲目跟风或冲动消费。
市民要找到白日梦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明确短剧在生活中的定位，将其视为一种
调味剂而非替代品，避免过度沉迷。

用了用了33年的冰箱仅卖了年的冰箱仅卖了6060元元

李女士一刷剧就停不下来李女士一刷剧就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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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