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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孩子子偷偷偷偷把把钱钱存存在在小小店店消消费费””
小学门口一些小卖部“奇葩服务”让家长学校都头疼

又要进账压岁钱

您的娃会理财吗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学校周围这些奇葩业务固然可
恶，但家长也应当关注孩子对金钱的
认知，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理财
观念。春节将至，孩子们又将获得大笔
压岁钱，您家的孩子会理财吗？

多数家长不给零花钱

经十一路小学六年级的小王说，
平时父母每个星期都会给自己十元至
二十元的零花钱，这些零花钱就用来
买一些文具和吃的，很少会做主买大
件物品。自己每年都有5000元到1万元
的压岁钱，而这些钱都交给了父母，存
进了存折中。小王的同学小徐表示，每
星期自己的父母都会给20元的零花钱。

十几个孩子中，只有小王和小徐
表示父母会定期给零花钱，其余几个
孩子都表示父母不给零花钱。至于压
岁钱，大多数都上交给了父母，有的存
进银行，有的用于日常花销。

井女士说，不给孩子零花钱，一方
面是担心孩子自控能力差，买一些几
毛钱一包的垃圾食品，不利于孩子身
体健康；另一方面，井女士觉得，有必
要买的东西，家长顺手就买了，没必要
让孩子自己买。

记者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均表
示自己没有特意培养过孩子的理财意
识，只会在平时买东西的时候，让孩子
去付钱，与售货员进行交流，体验这样
一种过程。

济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曙光认
为，应当适当给孩子一些零用钱，让孩
子积累一些生活经验，甚至是教训，引
导孩子正确用钱。

理财专家

培养财商也很重要

广发银行理财经理马少帅介绍，
培养孩子的财商，与培养智商、情商同
等重要，甚至更胜一筹。马经理认为，
家长一定要给孩子零花钱，同时可以
通过有偿家务劳动的方式，适当给予
孩子一些零用钱。树立AA制的家庭消
费观念，比如外出吃饭时，让孩子知道
他作为家庭的一分子，在这顿饭中的
花费占了多少比例，让孩子更深刻地
理解金钱的概念。孩子理解金钱的概
念之后，还应学会花钱。家长首先要让
孩子知道钱要花在刀刃上，明白什么
是必要的花费、什么是非必要的花费。

其次，可以让孩子定一个理财的
目标，并自己做出相应的实现计划。比
如在规定时间内，攒够钱买一件自己
喜欢的东西。要教育孩子钱应该放在
什么地方，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向孩子
讲授一些银行存款的相关知识。

延伸调查

校门口文具店成“银行”

允许学生先存钱再消费

井女士的孩子在大明湖
小学上四年级。最近，孩子的
一个同学私自拿了家里一笔
钱，分给她孩子50元。这些孩
子在学校对面的某文具店买
了一些吃的，把剩下的钱存
在了店里。后来家长找了过
来，才发现学校门口还有这
样一个可以往里面存钱的文
具店。

27日中午，四年级的小冯
从该文具店买了一包干脆面。
他告诉记者，他曾在该文具店
中存过钱。每次顶多存十几
块钱，存了大概有三次，每天
到店里面买点儿一块两块的
零食，慢慢地就花没了。小冯
的同学也有很多在该文具店
存钱的，他们班在该文具店存

钱最多的是小林，大概存了
500元。

“在一个胶皮本子上记
着账，先记上我们的名字，再
记上存了多少钱，每次买多
少钱的东西就划掉多少钱。”
小冯说。小冯的两名同学也
表示曾经在文具店中存过
钱，一个存了15元，还有一个
存了30元。

文具店中不仅有文具，
还有一些吃的和玩具。该文
具店的老板表示，不存在学
生把钱存放在自己商店的情
况。“我这里不是银行，给孩
子存钱干吗？只有几个比较
熟的孩子，会把三两块的零
钱暂时放在这里，中午就来
花掉了。”

管理部门表示无执法依据

监管掉入了空当

学校周围这些小店的
“奇葩服务”究竟谁来管一
管？

济南市工商局相关人士
介绍，文具店里这种先存款
再消费的方式，并没有违反
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文具
店向学生出售的产品有质量
问题，工商局可以受理。出售
游戏点卡，不需要相关的前
置许可，也不存在违法之处。

济南市文化综合执法局
介绍，目前文化部门只对网
络虚拟货币进行监管，根据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
二条，“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是

指由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
行，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法定
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者间
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序之
外，以电磁记录方式存储于
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字单
位表现的虚拟兑换工具”，而
游戏点卡实际上是一个载
体，类似于充值卡，并不属于
虚拟货币，文化部门没有相
应的执法依据对违规的单位
进行查处。现在如果接到举
报，只能是本着爱护未成年
人的社会义务，派相关辖区
的文化执法大队到现场进行
劝阻。

小卖部售卖游戏点卡

孩子偷拿钱频频购买

石先生的孩子今年上五
年级，刚刚10岁，在经十一路
小学上学。最近，石先生发现
孩子回家之后老想着玩电脑，
原来孩子购买了一些游戏点
卡。这些游戏点卡是从学校附

近的文具店里买来的。买了8
张游戏点卡，每张的面值是10
元，一共花了80元，孩子说是
分三四次买来的。而这80元
钱，则是孩子偷偷从家里拿
的。

学校门口的文具店
竟成学生的“银行”，可以
开“个人账户”，先存钱再
消费，尽管文具店老板并
未承认，可是多名学生都
表示曾经在店里存过钱。
还有的文具店向学生出
售游戏点卡，让家长揪心
不已。记者咨询工商、文
化等相关部门，均表示暂
无执法依据，监管掉入空
当。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玉岩

“我们平时花剩下的一
些零钱，都会放在存钱罐
里，有一块的，也有五块十
块的，上次孩子的爷爷给了
他一百元钱，也放在存钱罐
里。这次我一看，那一百元
钱不见了，五块、十块的也
都没有了。”

石先生认为，网络游
戏对于孩子来说，诱惑力
实在太大了，一不小心就
会染上网瘾。在学校附近
向 未 成 年 人 出 售 游 戏 点
卡，实在是不应该。“耽误

孩子学习不说，还诱导孩
子偷偷从家里拿钱，刚开
始，孩子还跟我撒谎是同
学送给他的。”

在经十一路小学附近邮
电新村小区内的某文具店
中，游戏点卡仍然在销售，面
值有30元、50元、100元不等，
有4399一卡通，也有QQ游戏
充值卡，种类各不相同。记者
随机询问了几名小学生，他
们都表示曾经买过游戏点
卡，有的买过几十元，有的则
买过几百元。

邮电新村附近的小区
里，中午放学的孩子围在小
店门口购买小零食、小玩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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