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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人在买单的时候掏出了现金，这意味着

什么？“说明工资花完了，翻箱倒柜找出现金用。”去年

毕业的“00后”晓旭正在经历人生中最拮据的时期，工

作后不向爸妈要钱，但每个月总有几天要“吃土”。

她列了账单才发现，收到工资的一周内就花了上

千元，而沦落到花现金的那几天，一张百元大钞兜兜

转转还能省几块零钱。于是，她决定重新用现金。

同样用回现金支付的还有“90后”顿顿，她有一个

11岁的孩子，还有两套房。顿顿说，她从大学毕业就开

始攒钱，“今年家里的日常开销都换成现金支付，把新

房的装修钱省出来”。

当攒钱成为一种流行风向，在小红书平台，“假装

存钱”话题已有 2万多条笔记。假装养娃、假装养狗、

假装回到自己的童年……这种虚拟版过家家游戏，成

为年轻人追捧的“无痛”攒钱大法。

换回现金支付后
发现过日子不需要很多钱

顿顿是江苏人，在本地县城从事婚礼相关的工

作，月工资在 5000元-10000元浮动，“不知道为什么

有个今年是‘寡年’的说法，结婚的人少了，我的收入

降低很多。”但不变的是每月需要支出两笔房贷，还要

留出年底交房后的装修钱。

最近网上“现金攒钱法”很火，顿顿决定把小家庭

的日常消费换成现金支付，每月预算3100元，包括买

菜、加油、缴水电燃气费等等。预算最高的单项支出是

给孩子的，700元。

换回现金消费后，她每天出门都要带上零钱包，

总数不过百。“刚开始掏出一张100元，心里还有点紧

张，我先想好如果别人让我用手机付我该怎么回。”顿

顿说。

实际上，老板最多在收钱的时候问一句，找完钱

之后还会让她再点一遍，有时候几毛钱就抹零了。

“我一直觉得自己不爱乱花钱，但是花现金对我

来说省钱的效果挺明显的。”顿顿说，以前一到购物

节，她都要网购，感觉不买点什么就亏了，结果家里囤

了很多吃的、用的，一些吃的放坏了就扔了。“用现金

之后，花钱更容易心疼。在纠结买与不买的时候，会认

真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刚需。现在我基本不点外卖，

也不囤货了”。

晓旭则是因为很多场合不方便用现金，被迫戒掉

了一些消费习惯，比如她默默退出了公司的奶茶拼单

群，“总不能点完外卖再抓一把零钱给同事吧？”晓旭

说。

原来她赶着上班的时候经常打网约车，开始用现

金之后，她出门就坐公交和骑小红车。“早起10分钟，

轻松省十几元。”晓旭说，她认为自己之前大多是“享

乐型消费”，其实真正过日子不需要花很多钱。

和几百个网友一起“假装养狗”，“无痛”攒下2000多元

为了攒钱，网友栗子正在跟着一位博主体验“虚

拟养狗”：假装自己捡到了一只流浪狗，从此每天都会

产生一笔新的开销。把这笔开销存到单独的账户上，

日积月累就能完成“无痛”攒钱的目标。

栗子没有贷款的压力，收入也不低，但不知不觉

还是活成了“月光族”。

后来她学到一个新词，叫做“拿铁效应”，指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习惯性支出，比如买一杯拿

铁，看似是一笔小钱，累积起来却是沉重的负担。

她从账单里找到了这些悄然流失的小钱：喝咖

啡、打车、直播间买的水果燕麦片……

“花几十块没有感觉，那每天存几十块也不会对

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栗子找到了“假装养狗攒

钱”的博主开始每天打卡。

根据剧情走向，养狗之后每天都要花点钱，狗粮

10元-40元，狗窝10元-25元，打疫苗10元-50元；偶

尔还会发生需要掏钱的小意外，小狗咬坏了数据线

15元，生病了买药20元……

栗子说，活动热度最高的时候每天有几百个人在

评论区打卡，有人花 5元买鸡肉罐头，有人花 10元买

牛肉罐头，“养狗和存钱都得看每个人的经济情况来，

我每次都想着多存一点，2个多月里存了2000多元”。

但栗子也意识到，现实中养狗的开销远远不止这

些。偶尔有网友在评论区晒出真实的账单，洗澡至少

百来块钱，去医院检查就要三五百元。现在，她反而打

消了养一条真狗的念头，因为自己才工作一年多，面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握在手里的钱比狗狗的陪伴更能

带来安全感。

攒钱可以，委屈自己不行

“我以前不理解，爸妈都是厂里的普通职工，靠这

点固定工资怎么买房买车还能把我养大的？”晓旭说，

自从她开始省钱后，越来越能体会到父母的不容易，

“说白了就是他们不花，都给我花。我爸妈今天还是很

节俭地生活”。

但晓旭在攒钱这件事上和父母的观念完全不同：

我攒钱不是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而是为了过

上自己喜欢的日子。

作为一名设计师，晓旭平时爱看漫画和时尚杂

志，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设计师品牌，但这些爱好在爸

妈眼里都是浪费。她给自己定了今年攒2万元的小目

标，“我要花 7000块钱买我最想要的包，再用 3000块
钱去旅行。剩下的做备用资金”。

“攒钱可以，但不能让自己太受委屈。”栗子说，她

尝试过坚持一个月不喝奶茶、删掉购物软件等，很快

就陷入了一种压抑的状态。

就好像节食太久的人会“报复性”大吃大喝一样，

那段时间她花钱的欲望更强烈了，“我一个从来不运

动的人，走进门店五分钟就买了一块运动手表”。

栗子说，她平时工作压力很大，所以假期里有很

多情绪化消费，比如看演出、吃甜品、逛市集。一旦把

这些“戒掉”，她立刻感觉生活失去了乐趣。

在花钱和攒钱之间纠结、徘徊，她尝试从她不热

衷的事物上省钱，但在喜欢的事上大胆花钱。“比如我

可以三五年都不换电子产品，买新衣服的钱也可以

省。但演出还是要看的，偶尔吃甜品也不会吃破产

吧”。

据《都市快报》

用回现金、假装养狗……

这届年轻人怎么迷上了“攒钱游戏”？

近日，绍兴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案件，

被害人陈某某在玩网络游戏时，被假扮成女生的游

戏陪玩梁某某骗走近1.4万元。

梁某某经常玩网络游戏，平日里也会为网络游

戏玩家提供游戏陪伴服务，赚取一些费用。无意间，

梁某某了解到伪装成女生陪玩游戏可以赚更多钱的

歪路子。于是他在游戏语音时故意打开变声器，假装

成女生，开始物色目标。

2022年 4月，还在绍兴某高校就读的陈某某多

次找梁某某陪玩游戏，两人日渐熟络，梁某某还主动

加了陈某某微信，言语暧昧。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恋

人关系。

可交往没几天，梁某某就麻烦事不断。没钱吃

饭、妹妹生病急需钱、妈妈进货缺货款……隔三差

五，陈某某就能收到梁某某发来的求助信息。陈某某

没有多想，对“女友”更是有求必应，多次转钱以解

“女友”燃眉之急。

为了能骗到更多的钱，梁某某开始编造到绍兴

找陈某某玩需要支付机票费、行李托运费、住宿费

等，要求陈某某支付钱款。陈某某给了钱，满心欢喜

地期待与“女友”奔现。没想到，就在约定见面前几

天，梁某某找了点事由与陈某某吵架，见面这事也就

不了了之。

一段时间后，陈某某越想越不对劲，感觉自己上

当受骗了。为印证心中的疑惑，陈某某用另一个微信

号加了梁某某好友，聊天中梁某某完全转变了态度、

语气，他傻了眼，立刻选择报了警。

“我跟梁某某还挺投缘的，没想到对方居然是男

的。”直至案破，陈某某才得知真相。好在陈某某最后

拿回了被骗的钱款。

日前，经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

以梁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据《绍兴晚报》

假扮女生陪玩网游
目的竟是为了骗钱

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自发行以来

始终坚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底线，通过持续优化

购彩体验、提升服务质量，维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

确保购彩者能够在安心和放心的环境中享受购彩的

乐趣。

为了维护购彩者的知情权，体彩采取了一系列

行动，比如在实体店、官方网站等渠道，持续进行彩

票知识的宣传，普及游戏规则、返奖率、开奖、兑奖等

信息。

在抵制非法彩票方面，体彩联合公安机关采取

一系列措施，切实维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去年，宁

夏体彩中心与宁夏公安厅经侦支队建立了联合工作

机制，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共同打击非法彩票和互联

网售彩等违规行为，并组织全区代销者参与全面的

合规销售培训，强化一线销售人员的合规意识。同

时，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公开宣传和教育活动，动员公

众参与抵制非法彩票的行动。

体彩通过严格的管理和规范，不断提高代销者

的合规经营意识，并执行紧密的市场监督管理，确保

合规销售的坚实执行。体彩抵制非法彩票，维护购彩

者权益的努力是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中国体育彩票以“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

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为目标，旨在打造规范的销售

体系、安全的市场环境和健康的购彩氛围。 （关言）

体彩始终坚持
维护购彩者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