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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很久以前，拿到压岁钱就是孩子们过年
中最开心的事儿，及至现在，这个传统还在，不
过数额却变得越来越多。这充满喜庆和祝福的红
色“现金流”到底会流到谁的手中，只有春节过
后才见分晓。日前记者对一所普通小学96名学生
的调查显示，多于500元的共有73人，其中27人
超过一千元。家长们作为这场“现金流”运动的
推动者，也是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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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元至千元的跨越

今年28岁的李青在文化传
媒单位工作，她四岁的女儿今
年收了近五千元压岁钱，爷爷
奶奶一方给了一千，姥爷姥姥
一方一千，其他的都是一些亲
戚朋友给的。因为女儿年龄比
较小，压岁钱都由她来保管。

提及逐年增长的压岁钱，
小李打开了话匣子。小李回忆
称，因为家住农村，在她记事
时起，春节收到的最大面值的
压岁钱是五元的，一些远房亲
戚甚至会给五角钱压岁钱。

而今尽管小李本身没有了
压岁钱，但她的女儿又替代了
她的角色。与之不同的是，孩
子的压岁钱没有了以往的几角
几元，最少的也是一百元，多
则千元。2012年春节，小李的女
儿收了近三千元压岁钱，今年
收了近五千元，增加了接近两
千元。“孩子的爷爷、奶奶、
叔叔、姑姑给的多了一些。”
不仅如此，在拿红包的同时，
孩子还收到了很多礼物。“孩
子的叔叔给了500压岁钱，还给
孩子买了堆积木、智能画板等
各种各样的新年礼物。”

与此同时，记者走访市区
部分中小学调查发现，在孙家
小学的 9 6 名小学生问卷调查
中，收压岁钱最多的为4750元，
最少者为50元。其中，大于五
百的共有 7 3 人，占总人数的
76%；大于一千元的共有27人，
占28 . 1%。

而在广文中学，记者随机
采访二十名中学生，压岁钱都
在一千元以上，最多者达万余
元。

在高新双语学校，记者随
机采访了14名小学生。除去三
位小朋友在家长的相互约定下
没有给压岁钱之外，其余11名
小学生的压岁钱都超过了一千
元。其中过5000元的有4人，一
位小学生得到了 1 6 0 0 0元压岁
钱。

与此同时，打开网络输入
压岁钱三个字，铺天盖地的压
岁钱新闻让你应接不暇，14岁
少年花4300元压岁钱买iPad4，
家长用孩子压岁钱购房付首
付，美女微博晒150万压岁钱等
层出不穷，孩子狂攒压岁钱石
家庄一个班现十余万元户，足
见当下压岁钱已远非当年的五
角、一元时代。

现金变实物避免乱花钱

相较于以往一贯的给现
金，今年很多家长在“红包”
的内容上动了不少脑筋。

家住空军干休所的王女
士，考虑到孩子的自我约束能

力比较差，她便用实物替
代了现金，“通过了解，
发现今年12岁的侄女正想
买点读机。”于是，王女士
便去商场购买了一款点读机
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小侄女。
“红包还是要给的，毕竟是
一种习俗，只是数额上少了，
往年都是一千，今年五百。”

王女士称，当
小侄女收到点读机时
脸上的那种兴奋劲远
比 收 到 红 包 高 兴 得得
多。这种用实物代替现
钱 的 方 式 更 能 体 现 亲
情，但只会小范围采用。
“关系比较远的亲戚，还
是会采用现金，方便，也
更容易被对方接受。”

在省城某高校读在职研
究生的小张在校内网上晒出自
己的新年红包，两部苹果ipad。
小张年前与男友订婚，今年春
节，双方父母竟然不约而同的
都给准备了苹果ipad。这让小张
很是兴奋，在同学与朋友面前
挣足了面子。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
家长在给孩子压岁钱时，也考
虑到孩子消费等因素，压岁钱
的形式便越来越多。买孩子喜
欢的手机、山地车、电子词典
等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接受。
家住圣荣广场的王先生接受采
访时说，他给孩子的压岁钱就
是考虑孩子的需要，老家是农
村的他都会给晚辈们准备一些
学习用品，象征性的包一个红
包，如此压岁钱既能花到刀刃
处，又避免了孩子乱花钱。

应接不暇的理财产品

对于当长辈的来说，给孩
子们包个红包“压岁”，这似
乎已经成了每年春节必须完成
的“规定动作”。毕竟，在中
国传统的习俗里，用红包袋装
着的“压岁钱”代表祥和、喜
庆，也包含着长辈对晚辈的激
励。不过，随着孩子口袋里
“压岁钱”的增多，大人们又
多了一些隐忧，他们担心孩子
由此养成乱花钱的习惯。那
么，孩子过年的“压岁钱”该
怎么花呢？

其实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
中比较常见，因为孩子缺乏正
确的用钱方法，就会出现乱花
钱现象，家长常感到头痛。刚
刚过完春节，每个孩子都收到
一堆压岁钱。一些保险公司和
银行正是看准这一生财之道，
推出许多理财产品，吸引家长
们投资理财。

记者走访市区几家银行和
保险公司营业网点了解到，儿
童保险也叫少儿保险和小孩保
险，就是专门为少年儿童设计

的，用于解决其成长过程中所
需要的教育、创业、婚嫁费
用，以及应付孩子可能面临的
疾病、伤残、死亡等风险的保
险产品。儿童保险主要分为教
育型的儿童保险和保障型的儿
童保险，具体就是儿童意外伤
害险、儿童健康医疗险、儿童
教育储蓄险、儿童投资理财保
险。

与此同时，还有好多家长
在银行为孩子开了专用账户，
将孩子的压岁钱存起来，或者
给孩子买教育型基金等。

在记者此前的一项调查
中，很多学生在问卷中写到会
将压岁钱存到银行里。还有一
位小学生写到，因为平时好玩
喜欢打闹，所以想用压岁钱给
自己买一份保险。

家住高新区谭女士的女儿
康涵粟今年 1 1 岁读小学五年
级，春节期间收了2000元红包，
比去年多了接近500元，爷爷奶
奶由去年的 6 0 0增加到了 1 0 0 0

元。对于孩子的压岁钱，谭女
士跟大部分家长一样代为保
管，“给孩子一定比例的压岁
钱让她自由支配，每年爷爷奶
奶都会给买学习用品，孩子支
配的钱都用在玩上了，今年是
跟同学一起做陶泥，一种DIY手
工艺；剩余的压岁钱暂时先存
起来等到五月份的时候给孩子
交保险，教育型保险，等孩子
上大学时用。”

对于投资理财一事，谭女

士表示，给孩子买保险是孩子
一出生时就开始的。现在孩子
还比较小，面对种类繁多的理
财名目，大人都搞不明白，更
何况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为
此不建议交给孩子自己进行投
资理财，等孩子再大一些可以
考虑在家人或理财专家的指导
下投资理财。

不少家长独揽支配权

尽管当下以实物代替现金
的方式虽被不少人采用，但更
为普遍的给压岁钱方式还是直
接给现金。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给压岁钱这约定俗成
的惯例也水涨船高。孩子们收
到的红包少则几百，多则上
万，但对压岁钱的支配权，他
们则处于被动地位。

而在记者对奎文区孙家小
学96名同学的调查显示，81%的
小学生都会将压岁钱上交给家
长打理。

今年春节，高新双语学校
的于洋同学就收到了16000元红
包，于洋称，姥姥给了一万元
的大红包。而对于这笔不菲的
压岁钱如何使用，于洋直言，
让家人给存起来上大学时使
用。

相较于被全部“没收”的
“惨状”，不少学生表示，父
母会留100—500元不等的自由支
配钱，可以随便花。对于这些
钱，一些孩子会在父母的带领

下到书店买书，增长见识；一
些好玩的孩子便会买成堆的玩
具、游戏点卡。

与此同时，在调查中，记
者还发现，有不少学生将捐给
困难的小朋友和困难户。孙家
小学一位收了550元压岁钱的小
学生在问卷中写道，他用300元
给家人买了份礼物；用100元买
了学习用品；剩余的150元让家
人捐给了困难户。

对于此，孙家小学班主任
高培培老师表示，小学生将压
岁钱捐给贫困人群凸显了小学
生爱心教育的成效，是一种良
好的发展态势；日常教学中，
一些爱心捐款等公益事业，小
学生们都会积极参与。

高老师称，当今社会很多
家长都在参与社会爱心公益事
业，无形之中影响着孩子们；
平日里，学校也会进行相关爱
心教育课，培养孩子们做一个
有爱心的好学生，小学生们积
极参与爱心慈善事业的现象将
会越来越多。

对于代替孩子保管压岁钱，
市民张亮表示，一来是怕孩子养
成乱花钱的坏习惯，最近网上还
爆料说以中学生瞒母私买游戏
币中圈套被骗2 . 5万压岁钱；二来
孩子收到的钱其实也是家长给
别家孩子的压岁钱，只是个礼尚
往来的形式。不少家长表示，孩
子年纪小时，采取“代为保管”的
方式，孩子大了就不会抱怨太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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