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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7日是大年初八，省城
的上班族冒雪准时开工。
除了互道“新年好”，部分
市民还收到了开门惊喜，

“马上有红包”成了实实在
在的福利。

高新区舜泰广场蚁巡
运维平台公司的张女士刚
上班就收到了写着“福”字
的红包，“上午刚到，公司领

导就挨个发红包，‘马上有
钱’‘恭喜发财’等吉祥话不
断，老板员工都开心。”张女
士说今年和去年的红包都
是2 0 0元，比前年涨了1 0 0
元。

据了解，开门红包在南
方城市较流行，济南则比较
少见。不少市民虽然未收到
开门红包，但他们用微信抢

红包，也得到不少彩
头。

在历山路附近
上班的张先生今年过
年都在忙着用微信抢红包，

“和你说话间就错过4个抢
红包的机会了。”虽然最多
只抢到几十元，但张先生很
享受，“抢着玩挺有意思，也
算有红包了。”

胖了肚子 瘦了钱包
红包让上班族“压力山大”

“马上有红包”这句话还挺靠谱

““马马上上有有红红包包””大大年年初初八八成成真真
微信红包成时尚，但支付安全需警惕

见习记者 王皇

双十一时已有不少市民
在淘宝网抢红包购物，但微
信此次推出的发红包应用，
主打“新年”牌，回归了“红
包”本意。不少市民表示，这
是第一次收到同辈人的新年
红包。

微信朋友圈里同辈人间
相互“发红包”“抢红包”，让
新年红包不再只是小孩儿或

老人的专属物。记者了解到，
给同辈人发新年红包在广东
比较流行，年后上班时，已婚
同事会给未婚同事发红包，
红包数额5元、10元不等。

这些红包花费不多，但
既联络了同事感情，又表达
了美好祝愿。微信发红包应
用正是这种传统红包的升
级版。

“我抢了好几次，都抢到
2毛钱左右。但我特别开心。”
在省城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刘
女士一上班就跟同事们分享
过年“抢红包”心得。刘女士
坦言这样的红包很新鲜，因
为她此前从未见过好朋友或
同事发新年红包，“虽然都是
小钱，但一起玩了，又收到了
祝福。”

“抢红包”联络感情，2毛钱也开心

已经工作的人过年回家
一般都要给家里的老人和孩
子封红包。随着收入的增加，
不少人过年封红包就得花费
几千元。而网络红包可多可
少，可发可不发，也无回礼的
讲究，更灵活自由。

刚工作半年的孙先生
今年给家里的孩子们包了
2000元红包。“小孩子们也

不在乎，我小时候收到 5 0
元红包就很开心了。但现
在大家都包几百元，我也
得跟上。”张先生说孩子收
到压岁钱后他回礼时就要
多回一些。

而发网络红包则更自
由，“都是朋友，发红包和抢
红包都图个好玩，不是一定
要发。”孙先生说。

发给谁、发多少钱也可
以自主决定，在微信里发红
包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拼手
气群红包，发给群好友抢。
输入红包总额和红包个数
后，金额由应用随机划分，
保证每人最多不超过 2 0 0
元。另一种则是普通红包，
发给自己指定的某个好友，
可固定金额。

网络红包比传统红包更灵活自由

网络红包绑定储蓄卡时需慎重

相关新闻

正月初八是马年第一个工作日，省城部分上班族收到了开门红包，更多网友则
用微信抢红包。年前火爆一时的“马上有红包”不再是网友一厢情愿的期许，而成了
同辈人的狂欢。而今年流行的微信红包虽然只是网络红包，但却需要绑定储蓄卡转
入转出红包内金额，市民使用时需警惕支付安全。

将互联网红包这个虚拟
红包变现的是“绑定储蓄卡”
这个关键步骤。

孙先生刚开始抢到2元
红包，但看到这点钱要绑定
储蓄卡，他不想冒险。“但后
来又抢到100元，我就果断绑
定了，有点财迷心窍。”

虽然之后再抢都只是几
元钱的红包，但孙先生发现
储蓄卡和微信支付绑定后能
缴话费、打车。“挺方便的，不

准备取消了。”
记者在微信红包常见问

题中看到，虽然发红包应用
在马年春节火爆。但目前该
应用的版本仍为beta版，即
对外发布的软件测试版，还
处在收集公众的意见和建议
阶段。在应用的常见问题中
也未提及绑定储蓄卡应注意
的安全问题。只教了如何绑
定银行卡，而未给出解除绑
定的方式。

部分网友抢完红包后
求解绑银行卡，平安北京
官方微博就给出了解绑过
程，同时还提醒市民5招保
护手机支付环境安全。“不
随 意 点 击 好 友 发 来 的 链
接，不轻信而输入银行卡
账号、密码等”、“好友要钱
不要轻信”、“不随意下载
安装手机应用”、“不连接
陌生Wi-Fi”、“安装专业的
安全软件”等。

本报2月7日讯(记者 穆静 实
习生 王帅) 春节假期结束，许多
人开始盘点假期内的花销。不少上
班族发现，他们除了给晚辈压岁钱，
还要给长辈包红包，短短几天春节
假期，人虽然胖了，钱包却瘦了，有
上班族春节红包花费超万元。

随着物价上涨，压岁钱也水涨
船高，家在泰安的朱女士共送出去
3000元压岁钱，比往年多了1000多元
钱。

从济南回老家河南过年的小张
今年压岁钱共送出去2000元钱，让
刚刚工作一年半的他觉得有些压
力。“去年刚工作半年，给弟弟家3个
孩子每人100元压岁钱，今年再给100

元钱觉得拿不出手了，干脆每个孩
子给了400元钱。”而几个好朋友家
的孩子到小张家去玩，又让小张的
压岁钱预算超标。

压岁钱还成为不少人的“人情
债”。济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一个比较好的同学给张先生孩子
800元钱压岁钱后，张先生给同学家
的孩子包了1200元的红包。今年过
年时，张先生先给同事的孩子1200

元压岁钱，没想到同事给张先生的
孩子1600元钱的压岁钱。“别人给了
孩子压岁钱后，总觉得欠人家的人
情，要多给一些才能弥补过来。”

家住济南的朱诺(化名)今年上
五年级，如今已收到了4000多元的
压岁钱。而这些压岁钱的“支配权”
却不在朱诺，而是要上交父母。“压
岁钱都是亲戚们给的，我们也会给
这亲戚的孩子压岁钱，如果有结余，
我才会给孩子。但大部分情况下，压
岁钱一来一去，真正结余并不多。”

而有些上班族，除了要给晚辈
压岁钱，还要给长辈包红包表达孝
心，更是给他们不小的压力。家在泰
安的小喻春节期间给父母和其他长
辈包的红包和买衣服共花去近5000

元钱。家在江西的小王目前在济南
工作，过年回老家一趟后，发现自己
半年的积蓄都花费出去。小王除了
给外甥600元钱的压岁钱外，还给父
母、奶奶、舅妈、舅舅等亲戚包了红
包，共花费了1万多元钱。不少上班
族表示，一年难得回家几趟，长辈的
红包不能缺，钱数上也不能少，多在
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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