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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热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草绿
色军大衣曾是不少人的青春记忆，出
人意料的是，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军大
衣如今又翻红成为“不老的爆款”。那
么，南通也蹭上这一热点了吗？昨天，
本报记者就此展开采访调查。

大学生是线上追捧
军大衣的主力群体

“晚自修的时候，我穿着网购的全
棉军大衣，在温暖的包裹中，不知不觉
竟然睡着了。”昨天下午，在我市一所
高校读大三的男生小许坦言，军大衣
很实用，保暖效果一点不亚于羽绒服，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全棉
的有点沉。”

在小许宿舍，小王和小张也跟风
一人买了一件。三个人裹着军大衣走
在校园里，成了一道风景线。

“入冬前，我就在网上注意到军大
衣很火，甚至，还受到不少国外朋友的
追捧。”小许告诉记者，“我和同学主要
是觉得军大衣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味
道，让人瞬间感觉和父辈有了一种隔
空联动。”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是军大衣更
有性价比。”网上这句流行语，让小许
感同身受，他说：“品牌羽绒服价格动
辄上千，军大衣不过100多元，而且保
暖效果极好。此外，它不需要特别保
养，清洗起来非常简单，就算穿坏了、
穿旧了也不心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确有一批
像小许这样的年轻人追捧军大衣。他
们普遍认为军大衣具有其他服装无可
比拟的阳刚之美。

“军大衣在一些城市蹿红，背后原
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的
消费观和价值观越发侧重于历史文
化传承。这一点，在当代大学生身上
有明显体现。”南通大学一名教师如
是评价。

实体店购买军大衣
以户外工作者为多

昨天下午，记者先后赶到原南通
市纺织品供应站、华东轻纺城，都难觅
军大衣的踪迹，多方辗转，终于在一家
名为“军威鞋服”的临街店铺里找到了
一批崭新的军大衣。

今年46岁的店主王德军一边整
理一边介绍，“这些军大衣根据衬料不
同，价格也各异。最便宜的是化纤内
衬的，只有90多元一件；其次是全棉
内衬的，180多元一件。当然，最好的
也是较贵的是羊皮内衬的，每件价格
为350多元。”

王德军是盐城阜宁人，来通从事
包括军大衣在内的“军转民”服装鞋帽
销售已20多年。

“包括军大衣在内的这些军品销
售，最火爆的时间段是2010年。那段
时间，几乎是进一件卖一件，有时顾客
还要和我们预约，以便我们及时和厂
家订货。”王德军告诉记者，“那个年代
卖军大衣等服装鞋帽，等同于现在年
轻人所说的‘躺赚’。”

当下，王德军店里的军大衣销售
状况如何呢？他介绍，有零星的年轻
人前来挑选，更多的购买者是户外工
作者，还有冷库等特殊行业的工人，

“军大衣便宜、实在、保暖性能强，对他
们来说是上上之选”。

“在我的青年时代，军大衣是我冬
日御寒的必备单品。它曾陪伴我走在
高三晚自习回家的路上，陪伴我起早
贪黑为事业而奔波，我还裹着它与恋
人一起登泰山看日出……可以说，军
大衣见证了我生命中不少难忘的时
刻。”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李海
波对此感慨不已。

军大衣的翻红反映
年轻一代消费觉醒

记者在采访中同时了解到，其实
追捧军大衣的一些年轻人，并不完全
了解军大衣的“前世今生”。为此，记
者采访了一名退伍老军人。

“65式军大衣是人们最为熟悉
的一款，咖啡色毛绒领，双排塑料
扣。当时为通用款，未分男式女式。”
这名老军人告诉记者，“后来，随着时
代的不断发展，军大衣的款式、面料、
衬料、性能等不断微调。现在市场上
出现的大量常见的军大衣，是2007
年以后推出的改良款，保暖性确实非
常好。”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时发现，多
数热销款军大衣长度过膝，颜色以绿
色和黑色为主，价格普遍在50元到
120元不等，有些店铺销量已经超过
40万元。

对此，我市一名研究社会学的专
家认为，军大衣成为热门话题，反映出
很多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购物更理
性，更加看重商品实用性和性价比，更
加懂得合理分配手中的资金、优化生
活成本，不再盲目追求品牌和价格，而
是强调个性和独特、欣赏年代感和复
古感，是一种消费觉醒。

这名专家同时指出，由于军大衣
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故而反映出人
们对历史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关注。并
且，这种潮流和时尚信号梯次传达后，
还会在悄然之间影响商家的产品设计
和营销策略，甚至会给社会群体的消
费观和价值观带来一定的正向思考。

本报记者周朝晖 张园

下棋老人突发疾病晕厥，参加活
动的志愿者第一时间给其做心肺复
苏……在海安好人馆前，志愿者和热心
群众接力实施了一次“教科书式”急救。

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当天，
海安街道海陵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者蒋泽翔、王月等正在海安好人馆
开展志愿服务时，听到一声沉闷的倒
地声，两人循声跑过去，看到一名老人
倒在花坛里，已经没有意识，也不能自
主呼吸。情况危急，王月立即拨打了
120，蒋泽翔迅速安排志愿者丁荣荣、
景淼等人在现场维持秩序，自己则开
始对老人进行胸外按压。在连续按压
后，老人的头部慢慢动起来。蒋泽翔赶
紧与他喊话交流，鼓励他坚持。

此时，王月和其他志愿者忙着寻
找老人亲属。热心群众则拿来了速效
救心丸给老人服下，但老人的状态十
分不稳定，意识时有时无。一位大哥
见状，挺身而出，接力做起心肺复苏。

10分钟后，老人恢复了意识，现场
群众一片叫好。此时，120急救人员抵
达现场，大家合力将老人抬上担架。

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得知
这一消息，大家都十分欣慰，“作为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遇到这种情况，我们
就得出手！” 本报通讯员缪凌凌

本报见习记者王建波

海安志愿服务现场上演生命接力

好人馆前诠释好人力量

新潮观察

御寒保暖 价格便宜 容易打理

不是羽绒服买不起
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

救援现场。

@惆怅客：这世间总有风雪，更有不
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杜若：今天很失落，看到文末瞬
间红了眼眶，谢谢这些温暖的美好。

@牛全部：其实，这样的凡人善举，
在南通都算不上新闻。

@hi.酸奶：大雪节气，被这条新闻
温暖到了。

@Aaron子言：被暖到了，我也想做
这样暖心事。

“希望将更多的关注留给这个家
庭！”这是记者千方百计联系到神秘叔
叔后得到的回应。

“你好！账单和画像我已收到，我
很高兴，你很棒！好好学习，好好照顾
爷爷奶奶，不用来找我，加油！”这段文
字来源于一封神秘叔叔给先天性脑瘫
儿童的回信。近日，南通“莫文隋”在
海安再现，引发社会大众以及人民日
报、新华社等媒体的关注。

昨天晚上9时许，海安滨海新区
范堑村村民缪桂银像往常一样，打开
微波炉给刚上完晚自修的孙女热饭。

“之前都是用电饭煲加水热，有时候烧
干了都不知道。现在方便了，几分钟，
孙女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缪桂银
指着微波炉介绍，这就是那位神秘叔
叔送来的。

说到神秘叔叔，缪桂银不禁回忆
起 2020 年春节前后那段艰难的时
光。腊月二十五，缪桂银的老伴驾驶
拖拉机出了事故；正月初六，儿子因胃
癌离开了人世；孙子因患先天性脑瘫
无法站立。“那时候，我感觉天都塌
了。一个家庭能站起来的只剩下我和
孙女。”

缪桂银的家庭情况得到了范堑村
委会的关注。仅仅一天时间，范堑村
村民就为这个家庭募捐5万多元，为
她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像缪桂银这样
的情况不是个例，村里不少困难家庭
因为各种原因游走在返贫的边缘。”范
堑村党总支书记杨净川第一时间推出

“支部+X+贫困户”书记项目。也就
在那时候，缪桂银一家的情况得到了

神秘叔叔的关注。
2020年3月，神秘叔叔第一次跟随

村干部前来探望，跟缪桂银的孙子康康
聊了会儿天，放下1000元就走了。

“他个子不是很高，每次总戴着一副
黑框眼镜和一个口罩，说话时喜欢挠头
发。”这是神秘叔叔3年多来给这一家留
下的印象。“牛奶、饼干、水果，每次带来
的东西都不一样，还会给康康留点零花
钱。”缪桂银指着柜子上堆放的包装盒，
大概算了下，这些年这位神秘叔叔已经
在他们这个家庭花了八九千元。

“看不清长相的叔叔……”从去年开
始，康康就萌生了寻找神秘叔叔的想
法。前不久，他忍不住给神秘叔叔写了
一封信，信的右下角是一张没有五官的
画像。康康央求奶奶带着他去寻人，经
过多方努力，最终等到了一封回信。“有
这么多人关心这个家庭，我有信心把两
个孩子拉扯大，尽量少给社会添麻烦。”
缪桂银眼神坚定。

“感谢你这么多年给我的帮助。”当
被问及找到神秘叔叔会说些什么时，康
康一脸羞涩，表示一定会听叔叔的话，好
好学习，说完，他露出了叔叔回信里的同
款笑容。 本报见习记者王建波

本报通讯员李逸 王亨晶 张启

“莫文隋”再现，海安神秘叔叔表示——

希望将更多关注留给这个家庭
身边 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