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挎包找到了 失主很开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徐滔） 3 月 4 日上午，株

洲市体育中心物业办公室内，失主刘女士领回了遗失两天

的挎包，高兴得一个劲儿说谢谢。

3 月 2 日下午 6 时，“体育中心惠洁物业”秩序维护员邹

清华在羽毛球馆发现休息座位上有一个女士挎包。当时馆

内已无人打球，邹清华将包拿到球馆前台，但无法联系到失

主。大伙当即当面对挎包进行清点，发现内有现金 1700 多

元，身份证一张，银行卡多张。

失主刘女士说，那天她带小孩到体育中心打球，忘记将

包带走。次日后才发现包不见了。但自己记性差，去了多

个地方寻找，最后到羽毛球馆，才知道被物业公司员工拾

到。“挎包失而复得，让我免除了补办身份证、银行卡的大麻

烦。真是感谢他们。”

“体育中心惠洁物业”负责人姚圆圆介绍，体育中心活

动多，人也多，经常有手表、手机、小音箱、衣服、鞋子等物品

遗落在现场。每年收纳的失物有几十件。

3 月 4 日，在位于荷塘区东湖路边的荷塘区零工服务市场，记者见到不少求职者和招聘

者聚集一起。有招聘者介绍，该处的求职招聘活动在周末也“不打烊”，极大地方便了群众。

图为招聘者手持资料在现场招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摄

中油燃气：
加强电动车火灾风险防范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通讯员/曾明） 2

月 23 日，南京市一居民小区发生火灾事故，造成 15 人遇难，

44 人入院治疗。经初步调查，这起火灾系地面架空层停放

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近日，株洲中油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燃气公

司）为深刻汲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制定《电动车充电安全

管理办法》，加强企业自身的电动车火灾防范管理工作。同

时，将把对燃气用户燃气设施周边的消防安全检查纳入燃

气安全巡检范围。

中油燃气公司安全监察部负责人介绍，中油燃气公司

以江苏南京“2·23”重大火灾事故为案例，组织召开了专题

会议，强化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对公司院内的电

动车停放处进行规范和完善，增设了充电区标识牌和电动

车充电安全注意事项提示。严禁电动车的使用部门和个人

在办公区域、宿舍、食堂、仓库等场所给电动车充电。在入

户燃气安全巡检过程中，将对燃气用户燃气设施周边消防

安全情况纳入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劝导和制止。对拒

不改正的，将反映给相关职能部门。

中油燃气用户如发现电动车挨着燃气设施充电、在室

外燃气管道上悬挂插座或缠绕电线“飞线充电”等现象，可

拨打中油燃气公司 24小时服务电话 28508000反映。

祭祀活动、春游踏青等野外用火
行为增加

天气转暖
森林防火不容松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马文章） 3 月 3 日，云阳

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一阵阵机器轰鸣声从装备库内传出，

工作人员在对消防鼓风机、油锯等装备进行检修、擦洗保

养，确保它们“无病”运行。

“截至目前，我市虽未发生森林火灾，但市森防办已接

到火情举报电话 24 起，这给我市森林防灭火工作敲响了警

钟。”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随着天气转暖，

春耕生产、祭祀活动、春游踏青等野外用火行为增加，加之

前段时间，我市遭遇了 3 轮雨雪冰冻天气，林区树木不同程

度垮枝和枯死，林区的可燃物增多，这些都进一步增加了森

林火灾隐患。

日前，我市召开了全市森林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明确了以不发生森林火灾为最高目标，确保森林火灾受害

率低于 0.09‰，杜绝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事故。

森林防灭火工作归根结底“防”是前提、“控”是关键、

“救”是保底。今年我市怎么干？市森防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将从风险早认识、宣传早发动、预案早完善、设备早

检修、队伍早集结这“五早”工作发力，补齐各县市区尤其是

林区与农村地区的工作短板；着力在织密“人防”网络、建强

“技防”支撑、强化“物防”保障、高效处理火情上下功夫；对

重点地区区域开展明察暗访，对每一起火灾严查火因、严办

火案、严惩火犯，压实筑牢全市森林防灭火“责任链”。

住院最高补21万元，三胎每孩补3000元……

福利多多！
我市新的职工医疗互助政策发布

扫描二维码，可查看《株

洲市总工会第十一期职工医

疗互助活动实施办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何春林 通
讯员/何杏） 参加职工医疗互助，职工住院最

高可补助 21 万元；女职工二胎每孩补助 1000

元，三胎每孩补助 3000 元……昨日召开的全

市职工医疗互助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市总工会

发布了多项福利政策。

申领更省心 报销有效期延长至180天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孙丹介绍，作

为一项由工会倡导组织，职工自愿参加、自筹

基金的互助互济性质活动，职工医疗互助的目

的是为职工提供医疗保障，缓解医疗负担，涵

盖了住院医疗、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保障项

目，已成为国家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

充，被称为“工会给职工的二次医保”。

今年，我市第十一期职工医疗互助有哪些

变化呢？

首先是扩大了补助范围。往年只针对参

加医疗互助的女职工发放一次性生育补助，今

年则以家庭为单位，凡符合生育补助条件的职

工家庭都可以享受生育补助。这意味着，如果

一个职工家庭夫妻双方同时参加了当期医疗

互助活动的，任一方申请均可。

其次是加强了补助力度。今年，建档困难

职工和符合参加条件首次入会并参保的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可免费参加职工医疗互助。同

时，入会参保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网约车司

机、货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可以享受交通

意外伤害住院补助。

另外，这次延长了报销有效期，由原来办

理出院手续后的 90天延长至 180天。

目前，我市职工住院医疗互助最高补助限

额已提高至 10 万元。患大病职工年度内最高

可申领 21万元的补助金。

单位成团申请 月底前完成缴费

在株洲市辖区内工作且已经加入工会组

织，并参加了湖南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湖南

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包含加

入工会组织的合同工、劳务派遣职工、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其他用工形式的职

工），均可申请职工医疗互助。

采取团体会员制形式，在职职工通过所在

基层单位工会参加；未单独建立工会的单位，

由产业工会、行业工会组织所属单位职工统一

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单位申请参互职工须达到

符合条件职工的 60%，方可团体参互。符合参

加条件职工人数低于 15人的，应当全部参加。

职工医疗互助项目是 80元/年/人，女职工

特殊疾病保障项目是 10 元/年/人，生育补助、

大病关爱、二次补助项目免费赠送，补助金额

最低 200元、最高 21万元。

职工医疗互助活动周期是 2024年 1月 1日

到 12月 31日，缴费期是 2024年 1月至 3月。

需要提醒的是，除了上述各种福利外，参

加了 2024 年度职工医疗互助活动的在职女职

工，在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于 2024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生育新生儿，还可申请

一次性生育补助。全年均可申请，最迟申请时

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 。

凡符合生育

补助条件的

女 职 工 ，生

育 二 胎 按

1000 元/孩

发 放 补 助

金 ，生 育 三

胎 按 3000

元/孩 发 放

补助金。

荷塘区有个零工服务市场

2024年3月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 鸿 美术编辑/张 武 校对/袁一平话题06

现在的年轻人爱搞钱、攒钱，还爱

理财。从炒股到炒币，再到黄金投资，

哪儿有赚钱的风口，哪儿就有他们的

身影。有数据显示，84%的 90后都有理

财习惯，投资理财收益已成为他们的

重要收入来源。

如此，年轻人也容易被那些打着

“教你理财”旗号的短视频广告吸引，

一不小心就落入了“杀猪盘”的陷阱。

市民张玮就是一个例子，花了近 2300

元报名了某平台的商财课，结果学了

三天发现根本没什么用。想退课？门

儿都没有，还被踢出了学习群。这种

哑巴亏，他也只能认了。

“基金一跌再跌，直接放弃高利率

的理财产品。”市民刘先生说，对基金

失望，于是“拔草”，看着身边的人纷纷

晒出存折，很是心动。

那么，回归现金、存折，年轻人就

能走出理财的困境吗？其实，选择存

折储蓄，大部分人只是希望能存住钱，

不亏损就已经是“奢望”了。陈曼就在

比较了多家银行的利率后，选择了农

商行，利率不算高，但她觉得这样至少

能“保住”自己的钱不被花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仅仅依靠存折不

是最佳的理财方式，要学会钱生钱。

过分依赖银行利息，怎么可能实现财

务自由？

专家指出，使用现金能够让年轻人

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消费行为，

从而更加理性地规划自己的开支。在

数字支付的便捷性背后，很容易让人

陷入“无感消费”的陷阱，而现金则能

够作为一种有效的约束，帮助年轻人

建立起健康的储蓄习惯。

理财不是一夜暴富的游戏，而是一

场长期的马拉松。只有稳扎稳打、步

步为营，才能真正走出困境，实现财富

的增值。

3 传统储蓄：年轻人能否打破理财困境？

重拾现金和存折 年轻人真能攒下钱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文/图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积 累 财 富 的 目 标 始 终 不

变 。 这 次 采 访 让 我 深 切

感 受 到 年 轻 人 理 财 观 念

的 转 变 。 他 们 开 始 追 求

稳健和务实，不再盲目追

求 高 风 险 的 高 收 益 。 这

种 转 变 不 仅 让 他 们 的 钱

包鼓了起来，更让他们学

会 了 珍 惜 和 规 划 自 己 的

财富。

记者的话

市民小廖：移 动 支

付，一个点击就让一笔钱

款溜走，使用现金无疑更

加有利于财富的积累。

网友“sisi”：我 们 应

该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网上也可以存定期，不一

定要跑银行。

市民王晓：年轻人重

新用回现金，不仅是对传

统储蓄方式的一种回归，

更 是 对 消 费 观 念 的 一 次

深刻反思。

读者李欧：我今年大

学毕业，已经把所有 App

的免密支付都关闭了。

市民陈曼：存钱会上

瘾，看着存折上那逐渐增

加的数字，那种感觉特别

爽。只要坚持下去，一定

能 为 自 己 的 未 来 打 下 坚

实的基础。

声音

定期存款小方法

十二存单法：适合工

薪阶层，连续 12 个月将一

笔 存 款 以 定 期 一 年 的 方

式存入银行，等到第二年

每月有一笔存单到期后，

再 将 这 笔 存 单 的 本 息 和

第 二 年 存 款 的 本 金 一 并

存入新的定期存单中。

如 ：月 收 入 5000 元 ，

可考虑每月拿出 1500 元

存定期 1 年。这样，一年

后，每月都有一张存单到

期。把到期款取出，加上

当月要存的钱再存 1 年，

这样有活钱用，又享受了

定期利息。

三十六存单法（三年

期利率更高）：连续 36 个

月 将 一 笔 存 款 以 定 期 三

年的方式存入银行，等到

第 四 年 到 期 后 再 和 本 金

存入新的存单中。

知多点

在这个移动支付盛行的时代，数字货币如同无形的流水，在我们的指尖轻轻滑过，似乎从未真正停留在手中。近日，一股“现金复
兴”“红色存折”的风潮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他们纷纷重拾现金、存折，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存钱之旅。

“以前总觉得电子支付方便，但花起钱来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25岁的株洲市民小李笑着分享她的经历。自从开始使用现金后，
她每个月都能存下1000元，看到存折上一排排数字，那种满足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从去年 7 月开始，小李有了一个

新的习惯——带着钱包出门。她的

钱包里，除了身份证和几张银行卡，

最重要的就是那一叠现金。“每个星

期一放入 400 元。”这些钱，是她一周

的饮食费和生活费。每当走进便利

店，她不再拿出手机扫一扫，而是直

接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纸币支付。

与此同时，小李的两个活页本子

也成了她的“财务助手”。每个月发

了 工 资 ，她 会 在 银 行 卡 上 留 下 200

元，其余的全部取出，按照日常开销

和存储开销两大类，把取出的钱分别

放到这两个本子的活页文件袋里。

这样的分类，让她对自己的消费有了

更清晰的规划。

“用现金消费，让我更加理性了。”

小李说。每次看着钱包里的钱渐渐变

薄，她都会在心里默默算一下，这个月

还有哪些不必要的开销是可以避免

的。而银行卡里交完话费的“几十元

余额”，也让她在直播间看到那些诱人

的东西时，能够果断地说“不”。每个

月下来，最少能攒下1000元。

在株洲，像小李这样选择用现金

支付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中的很

多人，初衷都是为了攒钱。

“现金有时候也不是特别方便。”

28 岁的市民周迪说，在路上买个菜、

买个包子，有时候拿 100 元，他们都

会说“找不开”，包括很多商店，也都

让线上支付。周迪每个月除了固定

存款，还会有些现金结余，“1 月我手

里就存了 900 元，2 月存了 450 元”。

他十分相信一句话：你要喜欢钱，要

经常摸一摸钱，而且还要在家里放上

钱，这样钱才能被吸引过来。所以，

他每天晚上都会数一数钱。

1 现金回归：
年轻人的攒钱新选择

市民陈曼，一个 95 后女孩，存钱

路上可谓是一波三折。支付宝、余

额宝、余利宝、基金，这些理财工具

她 都 试 过 ，但 每 次 都 以 失 败 告 终 。

解绑银行卡、注销信用卡，这些极端

手段也都尝试过，但依然没能让她

存下钱。

“诱惑实在太多了。光是网购，

就足以让我应接不暇。”陈曼坦言，每

次双十一、双十二都忍不住剁手，前

两年她在双十一后解绑了银行卡，成

功躲过了双十二的购物狂欢。但没

想到，元旦活动，她还是没能抵挡住

诱惑，重新绑定了银行卡，一口气买

了 2000元的衣服。

一方面享受着剁手的快乐，另一

方面又为自己的余额感到焦虑。直

到 2023 年初，父亲生病后，陈曼终于

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开始

尝试用存折存钱，带着现金去银行。

当她拿到那本属于自己的红色存折

时，心里竟然有了一丝踏实感。“我给

自己的规定是，每个月至少要存上

1500元。”

不同于网上银行的便捷，存折取

钱需要亲自去柜台办理。这种繁琐

的流程，反而让陈曼更加珍惜手中的

现金，也提高了她的花钱门槛。

“利息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小李说，等她攒到了一定数额，想带

父母出去旅游。

记者发现，在小红书上，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开始分享自己的存折存

钱经历。有人晒出了红红绿绿的存

折，感叹这种方式“真香”。还有留

言：“请大数据多给我推送强制储蓄

的内容，少推送买买买的吧！”

2 用回存折：
传统依旧，实用不减

年轻人重新开始使用现金。

现金回归，引网友热议。

对许多人来说，存钱也算是一种“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