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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消

费习惯和理财观念也在悄然转变。“省

下一碗剩菜，却折腾坏了好身体；省下

了带不走的钱，却浪费了现在的快乐生

活！与其从牙缝里省钱，倒不如靠平安

健康‘省钱’、靠积蓄和退休金‘生钱’。”

如今，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大多数老年

人的消费、理财新观念。而这一改变不

但让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节节攀升，而且

他们的心态也愈发积极、生活也愈发快

乐，活出了另一种精彩。

靠平安健康“省钱”
不让退休金“退休”

老年人的消费习惯和理财观念悄然转变

“老妹儿，咱们过了一辈子节俭日子了，现在拿上了退
休金，手里也攒了些养老钱，可不能像以前一样从牙缝里
省钱了，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了，咱可不能做现代社会
的‘苦行僧’。”

“蔡姐说得对，让咱们一下子转变观念，处处享受高消
费肯定做不来，但该省则省，该花也得花，是时候好好享受
生活了。”

8月6日一早，在中山路附近一数码商场内，蔡阿姨和
王阿姨一边选购手机一边聊着天。在接连光顾多家手机
专卖店精心挑选后，最终，两位老人各自购买了一部2999
元的5G智能手机。

“一部手机花了近一个月的退休金，虽然有点心疼，但
是偶尔奢侈一把，用着方便、看着开心，也值啦！”王阿姨笑
呵呵地对呼和浩特晚报记者说，若是换在几年前，她是怎
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这么贵的手机的。

原来，王阿姨的老伴儿在10年前因病去世，当时儿子
正在读大学，王阿姨靠着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供儿子上大
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现在，王阿姨退休了，脱离了繁忙的
工作、卸下了家庭重担，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晚
年生活上。渐渐地，王阿姨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改变，从以
前的“能省则省”到现在的“花钱买快乐”。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样的转变也越
来越被更多的老年人所接受。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老
年人的收入不断增长，消费能力也在不断攀升，而子女们
也更愿意让老人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消费。以当前最热
门的旅游为例，选择外出旅游的老年人多了起来，旅游消
费也成为了老年人的热门消费。蔡阿姨就是一个喜欢旅
游的人。她告诉呼和浩特晚报记者，退休后她经常和老
伴儿外出旅游，夏天会选择气候凉爽的景点避暑，到了冬
天海南省便是首选，平时还会以自驾的方式到周边景点
转转。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除了旅游，当下老年人的“时
髦”消费也是越来越多。逛商场、下馆子、做美容……处处
少不了老年人的身影，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只要条件允
许，该花的钱千万不要太‘抠门’，要舍得消费，免得给自己
造成痛苦，给家人带来负担。”

“我精打细算了一辈子，到老了没攒下
多少钱，却把身体搞坏了。现在我才明白
一个道理，不能只算花了多少钱的‘小账’，
要算保持身体健康的‘大账’。”在呼和浩
特市中蒙医院治未病科的诊室内，正在做
三伏灸的六旬老人张先生感慨地说。

张先生有这样的感慨还要从半年前的
一次意外事件说起。张先生的母亲今年已
年近九旬，腿脚不太利索，走起路来有些晃
悠。为了防止母亲摔倒受伤，他本想花几
百块钱给母亲家的卫生间和楼梯间都安装
上安全扶手，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母亲的
坚决反对，说不想花冤枉钱。可没过多久，

母亲就在卫生间摔了一跤，造成股骨头骨折，
卧床不起，花了不少医药费，不仅需要雇保姆，

还疼痛难忍，到现在都不能走路，生活质量明显下
降。母亲对自己舍不得花钱安装安全扶手后悔不

已，他也感到很无奈。不过，这件事情也让张先生明白
了一个道理，对于安全和健康来说，不能只算花了多少

钱这笔经济账，也应算由此给延年益寿带来多少益处的健
康账。两本账一算，就会得出结论：健康最重要，花点钱换
来健康长寿值得。于是，张先生趁着身体尚无大碍，选择
定期前往医院调理、保养。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变了味的剩饭剩
菜不舍得倒掉，加热后继续食用；不顾身体情况擦玻璃、搬
重物，家务活样样都是自己干，不舍得花钱请家政人员来
做；到医院看病，不管是高温酷暑，还是天寒地冻，宁可挤
公交车也不舍得花钱打车前往；买东西时，不求质量求便
宜，导致买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等……只顾省钱、不考虑
安全和健康的观念现在已经不被大多数老年人认可了。
受访的多位老年人一致表示，如果不懂得爱惜身体而一味
节省，什么都不舍得花，无疑步入了一种贪小失大的误区，
攒钱不如攒平安健康更实际。

攒钱不如攒平安健康更实际

从“能省则省”到“花钱买快乐”

“你看看，这是我这个月的理财收入，看起来不过百余元，实则却够
我和老伴儿下一顿馆子了。关键是这笔钱想用时随时扫码支付就行，投
资风险也很低。”52岁的李女士是红山口村老年舞蹈队里出了名的理财
达人，积蓄用来购买定期存单或者定期理财，每月的工资则转账进支付
宝的余额宝中。“老年人也要树立理财的新观念，不能仅仅将钱存在银行
里使其处于‘退休’状态。如何打理好自己的养老钱，是时下退休老年人
应该钻研的课题。”李女士说。

58岁的袁阿姨于 10年前接触股票，经历过几次股市大波动后便果
断把目光从股市转移到了银行理财产品上。“银行的利息太低，买理财产
品升值的可能性也许还高一点儿。”袁阿姨颇为得意地说，她在去年初步
试水的基础上，今年又买了一款期限为 365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2%
的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我选择的是低风险型产品，如果能够按
照预期年化收益率兑付利息，10万元的本金就能得3000多元，比存定期
的利息还是要多不少。”袁阿姨说。

对此，我市一家银行的理财顾问小刘表示，近年来，中老年群体已经
逐步成为投资各类理财产品的主力军，他们似乎比年轻人更关注“钱生
钱”，也更热衷于学习理财知识。“建议老年人在投资或理财时量力而行，
着重从安全性和便利性来考虑选择理财方式。几年前，老年人最热衷的
是定期存款、购买国债等，而现在老年人的投资观念也在不断提升，他们
更加热衷于稳健性的理财产品。尤其是随时可以申购和赎回的最受欢
迎，满足了老年人对资金增值与流动性的需求。

老年人理财意识渐强，更关注“钱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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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