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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今年春节，90后的刘
强心里就有点忐忑。刘强打算明
年秋天结婚，今年春节就要去莱
芜拜访准岳父母了。2015年7月
份的时候，刘强在和女友订婚之
前已经去过一次女友家了，那时
的开支在1000元左右，买了两瓶
酒带了点商河特产。作为订婚后
的首次正式拜访，刘强丝毫不敢
含糊，拿出4000元作为专项基
金。刘强笑着说：“作为准女婿，
可得好好表现一下，要是拿少
了，丈母娘不愿意之后娶媳妇就
麻烦了。”

24日正值周末，刘强就去中
润时代广场看烟酒了，转来转去
他相中了一款标价在600元左右
的白酒，打算买两瓶，再买条像
样的烟。刘强说：“这样一算，烟
酒开支就接近一半了。”女友已
经提前知会她上次带去的火烧
还不错，刘强打算这次多带点，
分给女友的亲戚朋友。在商河，
一直有过年发红包的传统，女友
那边也不例外，女友的亲戚朋友

算起来有8个小朋友，如果一
个人200元的标准，开

支大约在1600元左
右。

刘强的女
朋友早在过
年的时候就
嘱 咐 他 春
节 不 用 带
太多东西，
但 是 刘 强
老觉得东西

少 了 不 好 意
思 进 门 。刘 强

说：“回家再和家
里商量一下，看看这

样行不，不行我再多准备
点钱。”

5 .准女婿：

准备4000“上门费”

烟酒占开销一半

1 . 职场新人：

工作半年存了5500元，预计开支5000

今年春节是王瑞参加工
作后的第一个春节，作为一名

“职场新手”，年底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钱不够用”。大学毕
业后留在青岛工作，入职前三
个月，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
转正后每个月工资3000元左
右，除了房租和必要的开支，
半年左右的时间，王瑞存了
5500元钱。王瑞说：“我算了算
过年的费用在5000元左右，这
年过完了我就成穷光蛋了。”

按照王瑞的打算，过年回
家给爸爸妈妈3000块钱，花
500元给爷爷奶奶买点东西，
两个发小今年都有了小孩，过

年给发小的孩子包个红包，兜
里估计还剩个五六百元。王瑞
说：“剩下的钱就用来朋友
聚会了，工作了就是和上
学不一样，上学回家过年
基本不用花钱。”

王瑞提到，从毕业
后父母还没有问过他
收入的问题，每次都问
他缺不缺钱，过年他觉
得给父母3000元太少，
无奈的是银行卡里只有
这些存款了。王瑞说：“明
年多挣点钱，过年多给父母
一点，剩下的留着攒钱娶媳妇
呢。”

2 . 离家十年首返乡：

预计开支30000元，来回车费7000元

当刚刚网售春节车票的
时候，家在新疆的梁先生一家
就开始在网上抢票。夫妻二人
足足抢了三天才抢到了腊月
15的火车票。老家是沙河乡的
梁先生已经离开家10年了，今
年是离家后一家四口首次回
家。梁先生说：“之前孩子小，
一直没回家，今年小女儿6岁
了，火车上照顾起来比较方
便，我们就决定回家了，拖家
带口的回趟家真是不方便。”

一提到老家，梁先生的小
女儿妞妞激动地手舞足蹈，问
她对老家的印象，她总是笑着
说“比新疆暖和多了”。她将从

新疆带来的葡萄干、甘草杏、
巴旦木分给同村的小朋友。梁
先生说：“我们回家买特产就
花了3000元，好久没回家了，
给亲戚朋友每人带点，多少也
是个心意。”前几年不回家过
年的时候，梁先生在新疆会找
一些老乡一起过年，很多人边
吃饺子边流泪。梁先生说：“出
门在外不容易，回家一趟开销
不少，很多人都没钱回家。”

这次回家，梁先生一家的
开支在30000元左右，来回四
口人的车费就得7000元。给双
方的父母每家5000元，去姑
姑、舅舅家多少再给老人一

些，再加上之前
没有走动的朋友
同学，得有不少
开销。梁先生的
妻 子 张 女 士 说 ：

“十年没回家了，
很多结婚生子的事
都错过了，过年看见
他们，就多给孩子包个红
包，下次回家还不知
道是啥时候。”

3 . 城区三口之家：

预计花费4000元，3000用来买衣服

4 . 当家主母：

过年花销2000元，买年货得精打细算

进了腊月开始，基本上每
个龙桑寺大集都能看到张女
士的身影。张女士的老公刘先
生和儿子儿媳妇在张店打工，
基本上腊月二十七八才能回
家，家里筹备过年的重任就落
在了张女士身上。平时，张女
士和3岁的小孙女在家，每个
月600元祖孙二人生活得很舒

适，除了接送小孙女外，张女
士基本没有其他事情。眼下一
想到过年，张女士就忙了起
来。

张女士盘算着腊月初五
集上买枣，初十左右买花生瓜
子，等到十五集上买点苹果和
土豆，二十五集上再买点过年
用的带鱼和鸡。张女士说：“有

些东西早买了就坏了，有些东
西买晚了就贵了，得慢慢来。”
去年张女士在集上买了10斤
猪肉，回家后觉得口感不好，
今年想去专卖店里买点。张女
士说：“他们说集上有的肉会
掺水，专卖店里贵点但是好吃
啊，过年就得吃点好的。”

张女士跟记者谈到，他们

一家五口过年买肉得500元左
右，蔬菜和水果得500元，再说
瓜子花生和其他年货，费用在
2000元左右。张女士说：“有一
次我和我儿子说起过年的开
支时，我儿子还说没看到钱花
哪去了，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
油盐贵，总感觉现在100块钱
买不了啥了，得省着点花。”

“00后”彤彤从放假开始，就
开始期盼着过年，在她家的日历
上，除夕夜被红笔圈了出来。当记
者问到她为什么想要过年的时
候，小姑娘斩钉截铁地说：“过年
就可以收红包了，可以收很多很
多红包呢。”

彤彤兴奋地和记者谈到，去
年过年的时候，彤彤的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一人给她包了一个大红
包，小姨、叔叔、干妈和爸爸妈妈
的一些同事都给了她红包。彤彤
的妈妈赵女士说：“去年春节的时
候，彤彤收到了超过5000元的红
包，彤彤很小的时候，我和他爸爸
就专门办了一张卡，把压岁钱都
给她存到了卡里，以后上大学再
给她用。”

彤彤年纪小，目前只是收红
包还不闹着要红包，13岁的轩轩
从去年开始就吵着拿过年的红包
买个手机。轩轩的爸爸冯先生说：

“他一直吵着买手机，我怕耽误他
学习就没给他买，今年的红包一
定不能放到他手里，要不又吵着
买手机了。”

冯先生觉得孩子的红包不论
钱多少，都不要交给孩子保管，毕
竟他们现在年纪小还不能处理好
钱财，最好还是交给父母处理。冯
先生说：“现在红包越包越大，大
人都感觉吃不消了。”

6 .“00后”上学族：

预计开支0元

收红包收到手软

过过年年回回家家一一趟趟 花花掉掉半半年年工工资资
晒春节“账单”，有人欢喜有人忧

还有十来天就是春节了，不少商河人已经开始张罗着过年。买年货、封红包、聚会聚餐、走
亲访友，样样都得花钱，对很多人来说“心里有数好过年”。看着一张张账单，从几百到上万不
等，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账单经”。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提起过年，家住豪门又一
城的李女士最头疼的事情就
是买衣服。刚进腊月，她就开
始张罗着给全家人买衣服。在
她家的账单上，买衣服的开支
占据了75%左右。李女士说：

“我和老公就七天假期，过年
走亲逛友，基本不在家吃饭，
所以我们过年吃得准备得不
是很多，也就三五百块钱。”

以前过年的时候，李女士
和丈夫都会选择给双方父母
点过节费，但是双方父母认为
他们俩带着孩子开支大，纷纷

不要他们的钱。所以，从去年
开始，他们就决定给父母买衣
服。李女士说：“我妈和我婆婆
都很节俭，买件衣服她们就嫌
贵，所以我们就买一些一般的
衣服给她们。”今年，李女士给
四位老人一人买了一件棉袄，
花费在1000元左右，孩子买了
一身在500元左右。她和老公
一人置办了一身新衣服，花费
在1000元左右。“我老公是独
生子，我还有一个弟弟，我就
给我小侄子买了一身，差不多
花了500元。”

李
女

士 觉
得 现 在
平 时 吃 得
就很好，过年根
本不用在吃的上下工
夫，过年的饭简单一点就行。
李女士说：“现在过年不再是
大鱼大肉了，吃得健康一点才
好，关键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氛
围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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