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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长长应应引引导导孩孩子子用用好好压压岁岁钱钱

新春佳节，长辈给孩子“压岁
钱”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近年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压岁钱”的行情也水涨船高，少
则几百，多则上千，甚至过万的也
不乏其人。面对“压岁钱”的使用，
有的父母放任自流，任孩子肆意
挥霍；有的家长独断专行，将“压
岁钱”全部没收。这两种做法都有
其弊病。若任孩子随意挥霍，容易
使孩子养成乱花钱的坏毛病，甚
至盲目攀比，助长虚荣心；若全部
没收，容易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伤害孩子的心灵。
那么，究竟如何让孩子合理

使用好“压岁钱”呢？笔者以为，父
母应该扮演好“参谋”的角色，对
孩子进行必要的指导，具体做到

“三要”：
一要让孩子正确认识“压岁

钱”的意义。长辈给小孩“压岁
钱”，是希望把祝愿和好运带给他
们，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岁，这是长
辈对孩子的一种关爱和祝福。要
教育孩子正确看待“压岁钱”，不
要炫富，不能攀比，也不能用“压

岁钱”的多少来衡量长辈对自己
的关爱程度。要让孩子了解到长
辈挣钱的不易和辛苦，让孩子学
会感恩。

二要让孩子学会合理消费。
家长要与孩子商量，共用制定“压
岁钱”使用计划，允许孩子按照一
定的比例或限额自由购置学习用
品、零食或玩具；也可以把“压岁
钱”的一部分作为奖励基金，根据
约定在取得成绩、达到目标、付出
劳动、作出贡献后限额提取；还可
以鼓励孩子为公益事业、希望工

程捐款，培养孩子助人为乐精神。
对于孩子自由支配的金额，家长
要经常查看，用得合情合理的，家
长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如果是乱
花钱的，要指出错误，及时引导，
把孩子的消费方式拉回正轨。

三要让孩子学会管理钱财。
如果数额较大，指导孩子把钱存
入银行，帮助孩子了解储蓄、利
率、收益等基本的理财知识，从而
让孩子自主管理自己的“小金
库”。也可以让孩子用“压岁钱”为
自己买份保险，既能让孩子感受

到长辈的关爱，又满足了家长对
孩子保平安、盼成长的愿望，也为
孩子今后的生活增添了一份保
障，同时还能培养孩子的保险和
理财意识。

引导孩子用好“压岁钱”，看
起来是小事，但小事不小。如果我
们的家长都能多花点心思，引导
孩子学会管理钱财、合理消费，既
能让孩子享受到过年的快乐，又
能培养良好的理财习惯和正确的
消费习惯，如此一举多得，何乐而
不为呢？

葛有话枣说

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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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学学生生卖卖春春联联值值得得称称赞赞
1 月 1 3 日《 大 学 生 路 边

“练摊”卖春联》为题报道：
“ 随 着 春 节 临 近 ，一 些 卖 春
联 的 摊 位 开 始 出 现 在 集 市
中，记者发现今年的春联老
板中，出现了一些年轻的面
孔。一些大学生瞄准春联市
场，摆起摊位自己当老板。”
这 些 卖 春 联 的 大 学 生 大 多
都是 9 0后，这次趁着寒假客
串一回老板，主动通过卖春

联体验生活值得称赞。
我 们 都 知 道 大 学 生 除

了 学 习 书 本 知 识 ，还 需 要
参 加 社 会 实 践 ，要 在 社 会
实 践 中 培 养 独 立 思 考 、工
作 和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通
过 参 加 一 些 实 践 性 活 动 巩
固 所 学 的 理 论 知 识 ，增 长
一 些 书 本 上 学 不 到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因 为 知 识 要 转 化
成 真 正 的 能 力 都 要 依 靠 实

践。
面 对 日 益 严 峻 的 就 业

形 势 和 日 新 月 异 的 社 会 ，
笔 者 觉 得 大 学 生 不 要 简 单
地 把 寒 假 打 工 作 为 挣 钱 的
手 段 ，更 重 要 的 是 借 机 培
养 自 己 的 社 会 实 践 能 力 ，
交 际 与 应 变 能 力 ，让 自 己
得 到 更 大 的 发 展 。现 在 的
招 聘 单 位 越 来 越 看 重 大 学
生 的 实 践 和 动 手 能 力 以 及

与他人的交际能力。大学生
应该把握机会，正确衡量自
己 ，充 分 发 挥 所 长 。在 校 其
间就把握实践机会，锻炼自
己的各项能力，为以后正式
进入社会打好基础。大学生
卖 春 联 这 次 社 会 实 践 是 一
个 开 始 ，一 个 起 点 ，我 相 信
这 个 起 点 将 会 促 使 大 学 生
们 逐 步 走 向 社 会 ，走 向 成
熟。 (王昌卫)

为做好滕州市物业服务诚信
档案考核工作 ,增强物业服务行
业自律意识 ,从1月9日开始 ,滕州
市物业办开始对物业企业进行年
终物业服务诚信考核。(《齐鲁晚
报》1月15日报道 )

近年来，物业与业主的矛盾
再度成为焦点，尽管各方把脉，
积 极 支 招 ，但 情 况 似 乎 改 观 不
大。对于物业公司究竟在小区内
扮演什么角色，或许很多小区业
主至今都没有确切的概念，每个
月交了若干服务费，看起来倒更
像是给包租婆交租金。

按说业主花钱雇请物业是为
自己服务的，关系明摆着，小区
事务当由业主说了算。当好“管
家”是物业之职责，然而现实中
在小区这一亩三分地里，全成了
物业“一言堂”，比如私自涨物业
费、私卖车位、私占小区公共绿
地、账目不公开、乱收费等，想咋
整咋整。

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意，在
缺乏合理诉求渠道的情况下，无
奈以拒交物业费作为“对抗”，但
这种“对抗”对霸道的物业，无异
于螳臂当车。因为物业也有他们
的“ 杀 手 锏 ”，断 电 断 水 或 者 断
气，以此来逼业主交费，且屡试
不爽。

在物业与业主这场利益博弈
中，物业显然占了上风。究其原
因，一是法律规定的过于宽泛使
得物业以低廉的违法成本就能轻
易 让 业 主 的 合 法 权 益 打 了“ 水
漂”，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小区
事务的主宰者。二是对物业公司
的违规行为，缺乏相应的限制或
处罚，缺乏必要的监管，使得物
业 侵 权 有 恃 无 恐 。从 这 一 点 上
说，本次物业服务诚信档案考核 ,

是 一 个 良 好 的 开 端 ，在 此 基 础
上，进一步完善物业服务标准，
加大对物业违规的惩戒力度，加
强对小区事务的监管，从而让物
业和业主回归到自己应有的本位
上。 （冯燮）

考核之外

更要监管

当心动画“晃晃””近近视视孩孩子子眼

新 春 佳 节 ，正 值 寒 假 ，
孩 子 们 可 高 兴 了 ，玩 这 玩
那 ，也 少 不 了 要 在 家 里 观 看
动 画 片 ，看 起 来 没 个 够 ，有
时 连 大 人 想 看 的 节 目 也 要
让 路 给 孩 子 们 。看 新 闻 上
说 ，近 几 年 儿 童 患 眼 疾 的 有
增 加 的 趋 势 ，这 与 经 常 观 看
动 画 片 不 是 完 全 没 有 联 系，
应当引起家长们的关注。

现 代 动 画 片 是 用 高 科
技 手 段 制 作 的 ，是 依 时 代 发

展 应 运 而 生 的 ，动 画 片 声 情
并 茂 ，有 较 高 的 观 赏 价 值 ，
有 的 动 画 片 连 大 人 们 都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孩 子 们 看 动 画
片 能 启 迪 他 们 的 思 维 能 力 ，
丰 富 想 象 空 间 ，对 提 高 儿童
的 智 力 有 一 定 的 帮 助 作 用 。
但 任 何 事 物 都 有 正 反 两 面
性 ，由 于 现 代 动 画 片 与 传 统
的 慢 动 作 式 的 动 画 电 影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现 代 动 画 片 节
奏 相 当 快 ，频 闪 度 相 当 高 ，

俗话讲就是“晃眼”，很多资
料 都 说 ，频 闪 对 感 光 成 像 的
视 网 膜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时 间
长 了 ，眼 睛 有 明 显 的 疲 劳
感 ，久 而 久 之 就 会 影 响 视
力。

解 决 孩 子 看 动 画 片 着
迷 的 问 题 ，家 长 应 当 因 势 利
导 去 对 待 这 个 问 题 。首 先 在
观 看 动 画 片 时 要 让 他 们 有
合 适 的 观 看 距 离 ，端 正 坐
姿 ，控 制 观 看 时 间 ，万 万 不

可 长 时 间 观 看 ；再 者 为 调 节
孩 子 们 的 兴 趣 ，可 以 从 网 上
下 载 一 些 讲 故 事 的 节 目 ，让
他 们 去 听 ，或 者 由 家 长 讲
解 ，培 养 兴 趣 ，分 散 孩 子 们
对 动 画 片 的 依 赖 ；也 可 以 让
孩 子 们 阅 读 一 些 有 画 面 的
故 事 书 ，培 养 孩 子 爱 读 书 的
好 习 惯 。总 之 ，家 长 们 要 多
想 办 法 ，让 孩 子 高 兴 的 同
时 ，既 能 学 到 知 识 ，也 保 护
了眼晴。

戴忠群

邻邻里里互互留留电电话话好好

春节期间，某小区一户居
民全家外出。不曾想，因天气寒
冷，家中水管爆裂漏水。邻居发
现后，因不知道这家人的去向，
也不知道他们的手机号码，只
好眼睁睁地看着淌水。等下午
这家人回来时，家里早已“水漫
金山”，漏水还殃及楼下两户居
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现实生活中，下水道堵塞、
忘关水龙头、煤气泄漏，甚至发
生火灾、家里溜进了小偷，类似
的“意外”并不少见。如果邻里
之间能互相关照，就能省去许
多烦恼，避免许多损失。但是，
随着市民居住条件的日益改
善，邻里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却
明显少了。不少邻居门对门、楼

上楼下住了几年，却不知道对
方姓啥名谁，以至于出现文章
开头提到的那种尴尬的局面。

俗话说：“邻居好、赛金
宝”，居家过日子，总是离不开
邻里之间的互相照应和帮助。
因此，邻里之间不妨互相留个
电话，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事情，
电话不一定能派上用场，但是

在关键时刻就能迅速沟通联
系，也许就能避免很多的麻烦
甚至灾害。

远亲不如近邻。互为邻居
本是一种缘分，邻里之间理应
互相沟通、互相关照，互相留个
电话很有必要，既能融洽邻里
关系，又能助人助己，何乐而不
为呢？

葛读者来信

陈洪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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