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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巧用各种APP也能省钱。
“各种金融 APP 真是把神奇的双刃

剑，用好了越用越富有，用不好越来越
穷。”在新手妈妈陈晶晶眼中，信用
卡、花呗、云闪付这些金融工具都是省
钱利器。

“我有个原则，能使用各种APP得优
惠的，绝不用现金。”晶晶说，蚊子腿再
小也是肉。出门坐公交，用平台支付能
享受乘车优惠，便利店也常有各平台的
满减优惠活动，还能返劵，二次消费还
常有叠加优惠。你不要小看这些优惠，
小则几毛钱，多也不过两三块，就是这
些不起眼的零钱，叠加上时间的力量，
累积起来金额不容小觑。

一些银行信用卡，或是信用消费平
台有30至56天不等的免息期，晶晶善打
时间差，每个月的工资收入到账，她都
会先转到理财产品里面去，利用免息期
先赚一笔理财收入。

用金融平台消费还有一个好处，就
是可以参与积分兑换活动。

“许多人知道积分‘香’，但却很少
参与，甚至不当一回事。”晶晶说。其
实每次消费后，许多消费平台都会回馈
给消费者一定数量的积分作为奖励，到
积分商城可以兑换各种生活所需用品，
还有加油、餐饮、超市购物等各种优惠
劵可领，灵活运用这些积分也能省下不
少钱。

为了鼓励消费者多消费，各平台会
不定时地和商家联合推出优惠活动，只
要参与并达到活动要求，就能得到奖励。

玩转各种 APP 后，晶晶还体会到了
延时满足带来的快乐。她家楼下有一家
全家人都很喜欢的餐厅，自从餐厅和银
行联合推出周三半价优惠活动后，她不
再想吃就去吃了，而是选择延迟满足等
到周三再去消费，她笑着说：“万一不想
吃了还省了一笔钱。”

网友“上好佳”是个拼团达人，他
分享说，“是兄弟就砍我一刀”的社交裂
变推广模式大家并不陌生，这种成功模
式吸引了很多APP平台模仿。“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只要踩准商家的优惠节奏，

就能让你优惠领到手软，‘霸王餐’吃到
连自己都不好意思。”

在各大平台打客户争夺战的那几
年，很容易就能凭借各式补贴“买”到
超值商品，现在优惠力度虽然没有之前
那么大，但是掌握使用窍门还是能比普
通用户获得更多优惠的。

“以外卖平台来说，只使用单一平台
的人，获得优惠券的机率会小一些。”网
友“上好佳”建议，同一类型的多个APP
可以轮换使用，因为大部分平台都设置
了唤回客户的提醒功能，他们会在一定
周期内给没有消费的客户发放一些特殊
优惠，以刺激消费；轮换使用不同平
台，用户比较容易获得这类特殊优惠。

“足不出户日赚万元，
小投入高额回报，动动手指
就能轻松赚钱……”近日，
家住大田县均溪镇的蒋女士
看到一条广告，随即陷入连
环诈骗，被骗24万余元。

2021年底，受害人蒋女
士在家里玩手机刷抖音，见
到一则广告称“足不出户一
部手机就可以轻松赚钱”，
于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等信
息留在广告平台上。骗子通
过手机号码加了蒋女士微
信，邀请她进群抢单赚取佣
金，并且引导其下载一款叫

“上芯”的 APP 领任务。蒋
女士按照“导师”的指示，
连续给公众号平台点击关
注，赚取“佣金”。当她看
到平台显示自己有40万元现
金可以提取，立即操作，但
只 拿 到 了 668 元 。 系 统 提
示，需要转入 12 万元解除

“风险防控”，才可以取出全
部的钱。

尝到甜头后的蒋女士放
下了戒备心，多次把钱转入
对方的账户。结果发现，本
金和佣金都不能提现，这才
意识到被骗。

“ 一 下 子 被 骗 子 骗 光
了 ， 我 担 心 、 害 怕 和 不
甘。”蒋女士介绍，她没有
工作，平时生活简朴，身上
也没有太多的积蓄。为了提
取 40 万元“佣金”，她瞒着
家人透支信用卡、找亲朋好
友借钱，除了一次性把12万
元全部转入平台账户，之前
已经陆陆续续打款给对方数
万元。

“被诈骗了，怎么办？”
蒋女士拿起手机，上百度查
找求助。一个自称“反诈骗
平台”称，只要利用蒋女士
的手机号码及被骗金额等信
息，就可以控制住对方。但
是，要把被骗的金额全数追
回，需要投入 5 万元到“反
诈骗平台”方可。蒋女士事
后告诉警察，她当时不敢和
家人商量，又六神无主，结
果再次借钱 5 万元，转给了
另一个骗子。原本希望拿回

“佣金”和转出的所有钱，
没有想到二次受骗，总计被
骗金额24万余元。

接到报警后，大田县警
方立即立案调查。办案民警
介绍，近年来，大田县内发
生多起电信诈骗案件，犯罪
分子就是猜中了受害人贪小
便宜的心理，类似蒋女士这
样的被骗案例不少。

警方提醒：随着电信诈
骗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隐蔽
性在不断提高，市民切勿相
信“轻轻松松赚钱”，不要
轻易在网上透露个人信息。
对于陌生网友加好友要保持
警惕，更不能给陌生账户转
账付款，如遭遇诈骗，一定
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抢单赚佣金

被骗24万元
●本报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据3月14日价格监测，我市重要主副食品供应充
足，价格保持平稳。与上周（3 月 7 日）相比，市区 30
种主副食品超市均价13跌9平8涨。其中：

粮油价格保持稳定，监测的6个品种粮油价格4
平1降1涨，每500克粳米2.69元，上涨10.2%；标准粉
2.92 元，微降 0.7%。晚籼米 2.37 元，5 升桶装花生油
119.3元，大豆调和油66.5元，价格持平。

肉类价格涨跌互现，监测的2个品种鲜猪肉超市
均价呈现不同幅度下降，每500克瘦肉13.53元，肋条
肉 10.73 元，分别下降 10.6%、1.8%。每 500 克牛腱子
肉53.4元，羊肉45.8元，分别上涨4.8%、16.2%。禽肉
价格在现行价格水平小幅震荡，每 500 克鸡肉 13.35
元，上涨21.9%；鸭肉12.95元，价格持平。

禽蛋价格稳中有降，鸡蛋价格随着天气转暖产能
增加，价格小幅回落。每 500 克鸡蛋 5.39 元，略降
0.5%；鸭蛋7.2元，价格持平。

蔬菜价格普遍回落，蔬菜价格随着气候转暖，交
通、物流等恢复正常后明显回落。监测的10个品种
蔬菜9跌1涨，平均降幅7.2%。 （罗 婷）

商品名称

粳米

标准粉

大豆调和油

猪精瘦肉

猪肋条肉

鸡肉

牛肉

虾

黄瓜鱼

油菜

西红柿

花菜

圆白菜

上海青

土豆

胡萝卜

商品规格

标一

标准一等

金龙鱼一级桶装5升

鲜精瘦肉

鲜肋条肉

白条鸡

新鲜

活体长10cm左右

冰鲜400克左右一条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新鲜

计量单位

元/500克

元/5升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元/500克

3月14日

2.69

2.92

66.47

13.53

10.73

13.35

53.40

45.50

14.50

4.85

3.51

2.81

1.75

3.28

2.81

2.48

3月7日

2.44

2.94

66.50

15.13

10.93

10.95

50.95

44.83

13.83

5.01

5.91

2.88

1.21

3.81

2.88

2.78

涨跌幅度%

10.2%

-0.7%

-0.1%

-10.6%

-1.8%

21.9%

4.8%

1.5%

4.8%

-3.3%

-40.6%

-2.3%

44.0%

-14.0%

-2.3%

-10.8%

市区一周主要食品价格动态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
消费是生活中的必要环节，面对花花世界，大家都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消费习惯。如何既花

钱又省钱，消费也成了一门大学问。让我们看看当下人们的节俭消费新模式……

随着消费场景由线下转至线上，人们
消费习惯的转变也催生了许多新式的省钱
妙招。

“周末逛街聚会，我们都会先搜索一
下，哪些地方有优惠活动，再定要去哪里
玩。”市民张靓说，现在网络很方便，通过网
络搜索，你就会发现去哪里玩有优惠，怎么
吃最省钱，感觉很棒。

不仅吃喝玩乐能省钱，买东西也有不
少省钱门道。

“每次买到超值商品，就会很有成就
感。”市民宋江艳说，卷纸是大家最常拼单
购买的日用单品，有次小伙伴们一起用228

元买了 216 卷卫生纸，同款卫生纸在超市
购买需要1.9元一卷，我们拼单后的均价仅
为1.05元。

宋江艳笑着分享说，原价189.9元两瓶
的洗发水，叠加使用满170减131的优惠券
后，仅用39.9元就拿下了。“为了享受到更
多优惠，我们几个小伙伴还一起凑份子开
了个网购平台的会员，大家觉得叠加各种
优惠条件，购物才能越买越优惠。”

“货比三家”也同样适用于线上购物场
景。市民俞娴说，她购买电子产品前，会到
各大电商平台去对比价格，综合各平台的
优惠补贴力度，再到询价网站上搜索历史

最低价作为下单参考。几番
对比后，年初她以优惠于市场
均价800元的低价买到了心仪
的手机。

作为一个电子产品发烧
友，何飞常会将自己闲置的二
手商品流转出去，“这既是对物
品的尊重，也是一种环保的‘开
源’方式。”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二手
商品交易平台，可以流转的二手商品
也琳琅满目，衣服鞋帽，珠宝首饰，书籍
玩具，应有尽有。卖的人回了“血”，买的
人也高兴，双方得实惠。

“对目前无法‘开源’的人来说，节流
真的是当下最好执行的一个省钱动作。”90
后的彤彤大学毕业已经5年了，谈起省钱
的话题，她颇多心得。

工作四年多时间，她终于靠着自己的
积蓄买下了人生中的首套房，虽然房子不
大，也只是付了首付，但这对她来说，还是
一件颇为自豪的事。

问及她是如何攒下买房首付的？彤
彤说，这要从养成记账习惯说起。

工作第一年，月薪四千多元，但月月

花光，手头没剩钱不说，有时候还要靠父
母“接济”。有次和朋友谈及此事，她们建
议记账，看看自己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谁料到这真是个有效的方法，也是
因为这个习惯，我开始体会到了省钱的快
乐。”彤彤说。

她先是把每天的支出一笔一笔用小
本子记好，从中找出自己的消费高频项
目。通过记账发现，每天她都会去公交站
旁买一杯奶茶，仅此一项，每月的花费就
要600多元。她就试着降低消费频率，一

周时间就省了近百元，看着小本本上，前
后两周的开支对比，再看看自己银行卡上
的余额，心情竟是有点小激动。

于是，彤彤又开始给自己定了周开销
500元的挑战计划，如果自己达成了目标，
就从省下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奖励自己。

过去看到喜欢的东西，就要马上下
手，享受现在。但很多时候是冲动消费，
买回来发现不喜欢，闲置浪费的多，坑踩
多了，彤彤也总结了经验，买东西前先问
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以电子产品来

说，购买时只要满足实际需要，没必要紧
跟潮流，抛弃花里胡哨的外表，关注商品
的本质，才能买到高性价比的商品。

“工资增长的速度都赶不上物价增
长，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彤彤说，她的
省钱办法就是节流，省下不必要的开支，
这是很简单的事，但贵在坚持。

虽然工资涨了许多，但彤彤还是保持
着自己的记账习惯，明明白白消费，减少
一时兴起的非必要性开支，积少成多，就
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看，五花八门的节俭消费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 睿 文/图

薅羊毛 网络消费也有省钱门道

优化消费习惯 节流就是生钱

玩转APP 积分也能当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