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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五千回家过年仍打怵
85 后工作一年存不下一万元
本报记者 马瑛

月收入过5000元

回家过年没底气

28岁的马德忠在德城区
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平均每
个月收入超过4000元，加上
年底单位发的各种福利津
贴，2 0 1 1 年最后一个月能
拿5 0 0 0元以上。马德忠说，
5 0 0 0 元 的 现 金 带 回 家 过
年，心里都没有底气。“ 2 8
岁的我，一个人在外地，本
想风风光光回家过年，但是
5 0 0 0 元 真 悬 ，家里亲戚们
的 孩 子 很 多 ，要 挨 个 发 红
包，想想头就大。”由于常年
在 外 地 工 作 ，疏 于 照 顾 父
母，心怀愧疚的马德忠不仅
置办了大量的年货带回老
家，还打算给父母一个大红
包。

每年回老家，村里的同
学们就会聚在一起，大家都
会讨论这一年收入或者是
事业发展情况。“这个时候
最难过了，跟别人一比，压
力太大了。”马德忠说。

85后工作一年

节余不到万元

记者在德城区内随机调
查了10位月收入过3000元的
85后单身一族，其中仅有3位
表示一年可以存下一万元的
积蓄，而这3名市民中还有2位
是与父母一起生活，不需要支
付日常生活的房费、水电费以
及其他开销。

“我不用缴房费，在家吃
饭不用买菜，比起同事来，一
个月能省1000多元呢！不这样
的话我也攒不下钱。”市民穆
女士说。“我也是跟父母住在
一起，但是我每天开车上下
班，朋友多，应酬也多，攒不下
钱，刚好够花。”王娜说。

“我从来不敢买衣服，很
少乱花钱，加上年终奖刚好攒
下一万元，过年给爸妈和孩子
们发了红包，账户内就不再是
一万元了。”市民舒琳说。“没
觉得一万块挺多，但是想想一
年下来一万元都没有，真丢
人。”王娜说。

养儿占大 养老占小

挣钱就是为了花钱，可
是一年过去，钱都花在哪里
了呢？针对80后已婚市民，本
报记者也做了相关的调查。
根据调查发现，在一年的花
销中，超过半数的市民把大
部分的钱用在养孩子，仅少
数几位市民花销的重头在父
母身上。

年收入近50万元的苏先
生为记者算了一笔账，年仅2
岁的儿子一年花掉近5万元，
生意往来应酬多，他自己的零
花钱近20万元，给老婆换了一
辆车花了15万元。“我家的车
库是我儿子的车库，堆满了他
的玩具和各种小汽车，我的车
只能放在外面。”苏先生说。调
查中，有三位市民为父母花钱
比较多，分别用于为父母换
车，去北京为父亲治病，为父
母送上欧洲10国游。

几位收入比较低的80后
说，都30多岁的人了还要啃
老，真的是太羞愧了。

1月17日，距离龙年春节还有一周。本报记者在德城区做了一份市场调查。调查得
知，有的市民月收入5000元回家过年还打怵；年轻的85后，工作一年还存不下一万元；
而80后，回首2011年账单，养儿养家占据了大部分，养老反而成了小部分。

乐陵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针对近期来中小
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创
新性地推出了“中小企
业信用联盟”贷款，即各
企业按照风险联盟共担
的原则，每 4 至 5 家会
员单位为一组，信用社

根据各企业规模和经营
状况分别授信，授信后
与每个企业分别签订融
资合同，颁发贷款证，并
规定：企业凭融资合同
随时贷、随时还，信用社
按企业实际利用贷款额
和时间收取利息；企业

负责人可凭贷款证和身
份证随时到信用社办理
贷款。目前，该联社先后
成 立 中 小 企 业 联 盟 8
组 ，联 盟 企 业 会 员 3 7
户，授信额达 1 . 5 亿元，
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
的发展。 (贾敬敏)

临邑联社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

临邑联社在 2012 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开展了

“农信新春送祝福 百
姓欢喜过大年”为主题
的 送 金 融 知 识 下 乡 活
动，积极组织员工以“换
新钱、送挂历、送年画、
送对联、送贺卡、送祝福”
的形式，为广大客户送去

新春的祝福。全县 29 个
营业网点设立金融业务
咨询台，由综合部负责集
中对全县 8 处 LED 电子
屏发送宣传标语，同时散
发宣传手册 30000 多份，
还开展“换新钱”活动，拉
近社农关系，组织 6 个服
务小分队上门兑换零钱，

有效满足了柜台营业兑
付、大型超市和服务行
业客户对零钱的需求。

截止目前，临邑农信
社共为广大客户、农户送
去挂历、年画、对联 3 万多
幅，水杯 2 万个，为 2012
新春送上了祝福，烘托了
节日氛围。 (钟振华)

平原联社的 56 份“特殊礼物”

从腊月二十开始，平
原联社全体班子成员带领
18 个基层社的 36 名正副
主任，组成 18 个春节慰问
组，对全县 100 多名老干
部、老党员、老职工进行走
访慰问，给“三老”送去面
粉、食油、对联等春节慰问

品。联社把这次走访作为
联系群众，听取退休职工
意见、建议的大好机会。

目前，联社在走访中
已收集“三老”关于职工
教育、企业管理、经营和
接受群众监督、提升外部
形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 56 条。联社理事长陈
海动情地说：“这些来自
基层‘三老’的意见和建
议，是送给我们的一份特
殊的年礼，我们要十分珍
惜，并让它在今后的工作
中发挥积极作用”。

(高玉才 赵立军 刘振)

宁津联社为钢材市场发放贷款 4500 万元

近年来，宁津联社
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
心 ”的 服 务 理 念 ，坚 持

“ 四 个 面 向 ”的 市 场 定
位，紧紧围绕县域经济
特色，以信用工程建设
为有效抓手，深入农村、

社区、专业市场开展信
用集中评定，不断拓宽
信贷服务范围。针对钢
材市场资金需求量大、
流动性强的特点，积极
组织信贷人员上门走访
经营商户，主动了解资金

需求信息，开展送贷上门
服务。截至2011年底，累
计向钢材市场发放贷款
4500万元，支持经营商户
60余户，有效满足了该市
场金融服务需求。

(杨海涛 许鑫)

乐陵联社中小企业信用联盟贷款温暖寒冬

格财金资讯

自2011年1月份以
来，武城农信社组织开展
了以“四进三送”为主要
内容的“农信进万家”活
动。该活动自开展以来，
通过对广大农户进行“拉
网式”摸底调查，逐户建

立贷户档案，了解贷户还
款能力、资金需求，切实
解决了贷款难和信用社
金融服务不足问题，实现
了农村信用社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双丰收”。截
止目前，全县农信社共进

农户1 . 8万户、进基地16
个、进企业89家、进社区
162个，授信7 . 8亿元，送
产品5种，累计发放涉农
贷款6 . 5亿元，充分发挥
了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孙灵芝)

武城联社开展“四进三送”活动

“红包”可成孩子财商教育第一课
禹城联社开展春节送温暖活动

春节到来之际，禹城
联社党委成员在各部室
经理的陪同下，分别到 7
个村 13 户重点贫困职工
家庭进行了春节前的走
访、慰问活动，为困难职工
送去了大米、花生油、面
粉、苹果及慰问金、慰问

信，送上了联社党委、广
大干部员工对他们的美
好祝福，并转达了省联社
及德州办事处对他们的
关怀和问候；积极鼓励贫
困职工增强生活信心，并
衷心祝愿他们渡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

活动期间，禹城联社
组织所辖各单位负责人
与联社同步开展了“春节
送温暖”活动，为辖内 60
名老干部、退休职工送
上了新春佳节的问候，
确保他们度过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 (王英明)

为科学、有效落实首
季业务的各项工作，取得
全年工作主动权，陵县联
社深入贯彻精细化管理
理念，细化分配，为超额
完成办事处的各项目标
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任务分配，强化科学
有效。一是相关业务部室

深入分析考核指标，掌握
考核的关键点，重点分析
考核占比大的指标、业务
推广短板指标。二是充分
考虑各网点的业务发展
状况，根据前三年的历史
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增
强任务分配的科学性、合
理性。三是按照不同的岗

位和占有的资源分配任
务，对信用社主任、客户
经理、临柜人员分别分配
不同的任务指标。四是分
别召开经理座谈会和信
用社主任座谈会，充分了
解业务发展存在的困难，
业务发展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问题。 (王锡龙)

陵县联社科学分配任务制定合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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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发财，红包拿来。每
年春节，孩子们都能收到很
多压岁红包。随着现代人财
富意识逐渐觉醒和增强，压
岁红包不妨成为孩子财商教
育的第一步。

首先，家长可利用压岁
钱，给孩子开设一个儿童理
财账户，定期让小孩看到自
己储蓄账户的金额。同时，给
他制订一些小计划，让他体
会到成就感和储蓄的收益。
而且，还可以不断地设置一
些“小恩小惠”奖励，让孩子
养成节俭并有计划的消费习
惯，学会储蓄。储蓄账户，可
以算是激发孩子们理财兴趣
的第一步。

其次，家长也可以选择
一些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优质
蓝筹股作为“红包”送给孩
子，开启孩子的财智教育。与
此同时，股票作为一种新型
红包，还能够早早地让孩子

明白父母挣钱的艰辛，也让
他们懂得除了工资以外，还
可以投资股票让财富增值。
这对于培养孩子的理财意
识，并为孩子将来成年后的
生活所需积累一笔财富，都
有极大的好处。

最后，一些家长选择将
孩子的压岁钱存在一个特定
的银行卡中，并与定投账户
绑定，每月扣除，为孩子“定
投”基金。“压岁定投”可以培
养孩子良好的理财习惯，一
旦孩子需要花钱，也可以从
银行卡中取出，操作也简便。
而且，家长还可以利用压岁
钱制订不同的理财方案，让
孩子学习理财、提高财商，基
金定投也是培养孩子理财习
惯的良好平台。

理财专家指出，现在父
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多数是
重视智商、情商的培养，而
忽视财商培养。在这样的培

养模式下，孩子很有可能变
成“高智商的穷人”。作为父
母，可以在为孩子打理压岁
钱的过程中，给孩子讲解相
关的财富知识，逐步的积累
可以帮助孩子渐渐熟悉“投
资”的概念，成为培养孩子
财商的第一步。

据《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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