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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提前开溜 有的歇了半天

上班首日，不少人心不在焉

“今年你收了/支出多
少压岁钱？”这是网友们近
日热议的话题。本是表达美
好祝愿的压岁钱，如今已悄
悄发生变化，提到压岁钱不
少人都感到“压力山大”。

随着物价上涨，压岁钱
也水涨船高，从济南回青岛
老家过年的孙晓丽，今年春
节共送出压岁钱3000多元。

“四年没回家了，今年带着
丈夫回老家过年，肯定要给
晚辈准备些压岁钱。”孙晓
丽说，“我记得四年前回去的
时候是每个孩子100元，今年
每个孩子300元。物价都上
涨，给少了拿不出手。”令孙
晓丽没想到的是，四年来老
家亲戚的孩子又增加了好
几个，这也让原本2000元的
压岁钱预算超支了。

压岁钱数额过大已成
为不少人的负担。老家河南
的小王在高新区一家家具
厂打工，因为挣钱不多，春
节他没有回家过年。工资微
薄的小王坦言，“如果回家，
还要给家里的晚辈压岁钱，
老家的晚辈多，即便少给点
也要1500多块钱。”而这是
小王近一个月的工资了。恰
巧公司里需要一名过年留
守人员，小王就主动报名

了。
家住济南的管云 (化

名)今年8岁，每次串门回来
总能收到亲戚给的压岁钱，
如今已经收到近5000元压
岁钱。“孩子收到的压岁钱
越多我越担心，虽然都是亲
戚朋友给的，但是出于礼
貌，我应该也给这些亲戚朋
友的孩子回礼压岁钱，总担
心漏掉哪一个。”管云的父
亲说。

但是最让管云父亲担心
的是，孩子的压岁钱该怎么
管理。“我以前的压岁钱都被
我妈收去了，我今年要自己
保存压岁钱，我放在我的小
包里，我妈也不知道。”管云
偷偷告诉记者。然而，当被问
到该如何使用这笔钱时，管
云说自己也不清楚。

有的地方给压岁钱是
有讲究的，压岁钱一般是已
婚的长辈给未婚的晚辈。小
邱今年29岁，单身，参加工
作两年了。“以前收到压岁
钱挺高兴，现在我都工作两
年了，我姑姑小姨她们还给
我压岁钱，我不想要。”小邱
说，他之所以不想要压岁
钱，是因为收到压岁钱的同
时，也提醒了自己属于大龄
未婚青年。

本报1月29日讯(记者
殷亚楠 ) 29日是年初七，
也是春节假期后的首个工
作日，本应精神抖擞地迎
接新年工作的开局，但记
者注意到，当天仍有不少
上班族没完全摆脱假期的
状态。有的单位原本下午5
时下班，可不少人4时许就
陆续回家了，有的单位更
是“慷慨”地在下午集体放
假。

29日，跑保险业务的刘
先生想趁着年后刚上班联

系一下客户。当天上午，他
与经十东路上某单位的张
先生联系，想约在下午拜
访。哪知对方告诉刘先生，
下午他们单位集体放假，办
公室估计没人。“初七不应
该上班吗，是不是人家有事
故意推辞？”刘先生很纳闷。
无奈之下，只能与对方约在
1月31日上午见面。

29日下午4时许，在二
环东路一家公司上班的王
先生离开了办公室。“刚上
班没什么事，我基本上在办

公室干坐了一天，就是上上
网、看看专业杂志。下午大
家都陆续走了，我也提前走
了，约了个朋友共进晚餐，
叙叙旧！”

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
的康女士，29日下午约好友
逛街去了。康女士说，她们
之所以能出来逛，是因为公
司没什么事，领导见大家在
办公室坐着也无所事事，午
饭后就告诉大家有事的话
可以先走。

29日，记者随机采访了

1 5名各行业的上班族，有
近三分之一的人在下午提
前下班或感到第一天工作
效率很低。对此，相关专家
表示，由于春节假期饮食、
休息不规律，再加上走亲
访友造成的疲劳，很容易
使一些人在刚开始上班的
几天产生懈怠和不适应。
专家提醒，大家应及时调
整好作息时间，制定一些
新年的工作小计划，以尽
快打消这种“节后上班懈
怠症”。

少了拿不出手 多了又成负担

压岁钱变成“压力山大”
见习记者 修从涛

29日，在历下
区燕翔路原济南电
机厂宿舍，大观小
超高跷队的精彩表
演给这里的居民增
添了浓浓的年味。
据了解，高跷队由
20多人组成，年龄
最大的70岁，最小
的才11岁。每逢春
节过后，他们就自
发组织起来，义务
为市民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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