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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学学生生的的压压岁岁钱钱都都去去哪哪儿儿了了？？
调查显示，消费、存银行、上交是压岁钱主要归宿

本报2月24日讯 (记者 张
晶 林宏岩 ) 新学期开学，孩
子们之间的话题都离不开压岁
钱，对于越来越丰厚的压岁钱，
孩 子 们 到 底 如 何 支 配 自 己 的

“小金库”？本报随机抽样，对市
区 2 0 0名小学生进行了压岁钱
问卷调查。调查发现，86%的孩
子有金钱自主支配意识，教育

学者认为这体现了孩子的自主
独立意识，应该多锻炼孩子的
自主意识。

昨日记者对市区两所小学
约 2 0 0名学生进行了一个压岁
钱的问卷调查，涉及压岁钱金
额、去向、用途等问题。最终收
回有效问卷165份，孩子们写的
压岁钱五花八门，有的字不会

写，还特意用拼音写下自己的
答案。

大 多 数 孩 子 的 压 岁 钱 已
经不能用“百”来计量了，调查
问卷初步统计得出，大部分学
生的压岁钱都集中在 3 0 0 0 到
6 0 0 0元之间，8 . 6%的学生压岁
钱过万，压岁钱不到 1 0 0 0元的
人数仅占全部人数的5 . 5%，也

有 极 个 别 孩 子 没 有 收 到 压 岁
钱。

“我过年回老家了，到处
走亲戚，姥姥给了我1000元，我
姥爷给了600元，还有别的亲戚
的给的压岁钱。”一名四年级
的学生晒出了自己的压岁钱明
细：“我打算新买一些非常重
要的学习用品，剩下的钱存起

来。”
孩子对于压岁钱的用途五

花八门，甚至还有的小孩要用
来“开公司”、“买大房子”。

不过，对于孩子们看起来
较为天真的想法，教育学专家
认为，不管孩子用钱做了什么，
都反映出现在孩子越来越明显
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本报2月24日讯(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全福 晓东 )

24日是中小学开学首日，正
逢周一早高峰，烟台市区各沿
校交通流量均明显增大。通世
路、胜利路、山海路、环山路、解
放路等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
均在早高峰期间大幅上升。

充分考虑早高峰与接送高
峰重合等因素，交警一大队将
全部警力放在路面上，以辖区
中小学校周边道路为重点，兼
顾早高峰车流量较大的重点路
口，通过全体提前上岗、滚动布
警等方式，全力以赴护导学生
安全上学到校。

记者在解放路、环山路等
学校门前的重点路段看到，每
名交通民警都在全力以赴的疏
导，但大批送子车流依旧不断
涌入各学校门前，这也使2月24

日的早高峰时间因此延长了半
个多小时。

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建
介绍说，从今年的开学首日交通
情况来看，凡是临近学校的路段
均出现了较大的交通压力，与以
往不同的是，一些远离干路但临
近支路的中小学校周边道路，如

今也出现了车辆积压在学校门
前的现象。像南山路小学所处的
南山路、三马路，毓璜顶小学所
处的毓璜顶东路、二中所处的焕

新路以及一中南校所处的环山
路等，早高峰时段均出现短时的
压车现象。

在幸福片区，学校门前也

是停满了送学生的车辆，交警
在忙前忙后疏导交通，大部分
家长即停即走，并未出现交通
堵塞的情况。

开开学学首首日日成成了了““爆爆堵堵日日””
早高峰延长半个多小时，交警忙疏堵

周一正逢工作日，各中小学校
又正式开学，上班族加上“接送大
军”，交通流量在早高峰明显增大
属于正常现象，由于上班高峰、接
送学生的车辆高峰，在上午是重叠
的，所以交通压力特别明显，但具
体到市区不同的交通路口，会有不
同的表现状态，但总体不容乐观。

交警一大队副大队长刘建建
议，上午早高峰期间，驾车上班的市
民尽量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尤其
避开学校周边，以免耽误时间；外出
办事的市民可以考虑提前或者延后
出门，以避开7时30分至8时的交通高
峰期。而下午由于学校放学较早，交
通晚高峰尚未到来，所以影响相对
较小。 本报记者 钟建军

交警建议

错时出行避高峰

相关链接

24日，环山路因为葡萄山小学开学堵得一塌糊涂。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平) 2月

19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各生产
系统工作人员参加了公司召开的
2014年安全生产工作动员会，贯彻
部署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安全动
员会议精神，提升全员安全意识，
确保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

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

召开2014年安全

生产工作动员会

压岁钱怎么保管、由谁保
管、怎么花更有意义？针对五花
八门的压岁钱用途，记者咨询了
烟台市教科院副院长管锡基。他
认为，孩子自己掌握自己的压岁
钱，能够培养孩子的独立性和自
主性，孩子怎么花钱是孩子的事
情，即便花错了，那也是孩子成
长应有的代价。

“我个人觉得压岁钱交给家
长体现的价值最小。”管锡基认
为，不论是消费、捐出去、存银行
等，都是孩子自主对待金钱的一
种表现，孩子这种自主支配金钱
的意愿是正常的，家长有时候应
该适当尊重孩子的意愿，不要担

心孩子出错。“即便这个钱花错
了，那也是孩子成长该付出的代
价。”

此外，对于孩子捐助压岁钱
所占比例较小的问题，管锡基
也做出了说明：“从教育心理学
上分析，基本上上了大学的孩子
才会逐渐懂得感恩，现在的孩子
对感恩的理解离孩子心理成熟
还差很远。”

不过，仍有教育学人士也表
示出担忧，建议家长给予孩子金
钱支配自主性的同时，还应该适
当引导孩子，避免孩子过早收到
拜金主义影响。

本报记者 张晶 林宏岩

教育学专家：

孩子自己掌管压岁钱是件好事

压岁钱都去哪儿了？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4 0%的孩子都
把压岁钱使用在购买文具、书
本、上学的学费等上面；17%的
孩子将压岁钱存进了银行。此
外，孩子将压岁钱交给父母所
占的比重也较大，而自己保管
的比例相对而言比较小，所占
比重最小的是给家人买东西，
仅有5 . 5%。

“我妈妈不让我花钱，5000

元就给我留下50元，够买什么
呢？”一名五年级的小朋友略感

“惆怅”，在纸上写下上面那句
话。

很多人小时候都不喜欢
被妈妈收走压岁钱，不过有的
孩子还是很懂事，打算将自己
的 2 0 0 0元压岁钱主动交给父
母，感谢他们的教育之恩。

调查结果还显示了一个问
题，就是孩子们的理财意识，很
多孩子都表明自己会将压岁钱
存进银行，有的还打算拿这笔钱
还房贷、买保险、给妈妈买包、给
家长买车等等，贴心的孩子还会
想到拿钱给家人看病、给妹妹买
礼物等，很萌很天真的孩子还想
着拿这笔钱给自己买大房子、开
公司等。

压岁钱三大归宿：

消费、存银行、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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