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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万象

“带娃真的太辛苦，压
岁钱就归我花了。小家伙拿
了 3.5 万元的压岁钱，我打
算‘吞’了买名牌包，型号
都看好了。”小蔡是一位年
轻的妈妈，在接受调查时，
她的回答干脆极了。

小蔡的娃一岁多，除月
子里请了月嫂外，之后全是
她 一 个 人 在 带 。“ 太 辛 苦
了。为了实现全母乳，乳头
烂了两个多月，但还是想坚

持。宝宝小时候不乖，要抱
着睡，我一抱就要三四个小
时，没有办法就我一个人，
我就在床上打坐。太痛苦
了。”回忆过去的一年，小
蔡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
形容，“那段时间，特别不
敢喝水，喝多了水要上厕
所，怕一放下儿子就哭。但
是 要 喂 奶 ， 又 不 敢 不 喝
水。”所以，小蔡认为，包
包是对自己的奖励，也是对

自己辛苦一年多的慰藉。
像小蔡这样的父母不在

少数。在调查中，有多位二
胎妈妈表示：带娃太辛苦，
所以坚决要把这笔钱用在自
己身上。

“我老公是个很会理财
的人，但是我说我要无偿征
用这笔钱，老公完全没有意
见。”二胎妈妈小潘告诉金
报记者。

晚综

孩子的压岁钱怎么用孩子的压岁钱怎么用
■半数家长选择存银行买理财产品

■三成年轻家长选择“犒赏自己”

小时候，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
“妈妈帮你存起来。”然后，压岁钱就
这么被“存”没了……估计很多“70
后”“80后”都有这样的经历。现在，为

人父母的他们，都是怎样处理孩子的压岁钱的？是“存
起来”还是“先花了再说”呢？

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处
理这笔压岁钱呢？

宁波教育界资深人士、
二级心理咨询师童燕娜认
为，压岁钱的支配应区别对
待，比如大额压岁钱，很多
时候并不是单纯给孩子的，
而是包含了长辈照顾家庭的
心意，这时候压岁钱的支配
权应该由家长掌握。但不管
是哪类压岁钱，家长应该让
孩子参与压岁钱的支配，商
量着办，多倾听孩子的意
见。在参与过程中，潜移默
化让孩子学会理财。

如果在压岁钱支配方面
出现争议，家长就应该反省
一下，很可能是孩子在和家
长争夺“话语权”，或许是
孩子平日里被家长支配得太
多，需要自主权。“这就不
只是简单的压岁钱斗争，而
是孩子和家长在话语权上的
一次争夺。”

孩子的压岁钱，家长们
是如何处理的？“充公”还
是存起来？

2 月 22 日，记者调查了
100 户家庭，以“70 后”和“80
后”家长居多。数据统计后
显示，有 50%的家长选择会
给孩子买保险、理财或是作
为教育基金；有 20%家长则
把压岁钱全部交给孩子自己

处理，有30%的家长选择“私
吞”。

选择“充公”的家长普
遍 认 为 ，“ 孩 子 的 就 是 我
的”，属于典型的实力坑娃
选手。有位二胎妈妈直言，
平日里带娃辛苦，压岁钱应
该犒赏自己。有个“90 后”
家长的回复更加直接：“平
时吃我的穿我的，这些压岁

钱当然是归我了。”
浙江立甬律师事务所唐

才宗律师认为，压岁钱是给
孩子的，所有权也归孩子所
有。因此父母只有保管权
利，但是没有所有权，只有
为了孩子的利益才能使用该
款项。但是律师个人认为法
律不对此做出回应，可能更
妥当。

50%家长会把压岁钱存起来
尊重孩子
压岁钱“话语权”

作为家长的你，如果还
在以“没收”的方式处置孩
子的压岁钱，不妨换个思
路。市面上可供压岁钱的理
财渠道越来越多，选择一种
合适的压岁钱理财方式，既
避免了孩子乱花钱，还可以
从小培养理财观念。

宁波某股份制银行金融
理财师建议，家长可以把孩
子这笔钱存到银行，选一只
合适的基金作为亲子定投，
选择定投的方式，起点低，
可以规避风险。

除了基金理财，不少保
险公司还推出多款专门针对
儿童的保险产品。“0 岁至 6
岁这个年龄段最容易发生一
些小意外，可以给孩子购买
一份意外医疗险；7 岁至 12
岁时，可以配备教育基金、医
疗保障；12 岁以后，可为孩
子购买一些带有储备教育金
功能的两全保险。”某保险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将压
岁钱合理化利用起来，家长
不妨将压岁钱按投资方向分
为几份，其中保险的配置比
例建议占到30%~40%。

压岁钱存银行买保险
比“没收”保管更明智

调查

“我女儿出生以后每年
的压岁钱我都用来买贵金属
投资了。”蒋先生说，每年
过年女儿都能收到 2 万元左
右压岁钱。

“我们用女儿的户口开
了专用账户，每年定投黄
金，等她出嫁的时候这些定

投 黄 金 作 为 她 的 出 嫁 礼
物。”蒋先生告诉记者。

“我们家的习惯是，每
年收到的压岁钱，我都让儿
子藏在枕头下，每年初七就
把所有的钱拿出来汇总，放
到我单独给他开的股票账户
里，等一年后告诉他每年的

收益或是亏损情况。”王先
生说，平时有空的时候，也
会给儿子讲讲怎么看 K 线
图，理财是怎么回事，让他
对这些有个概念。不过去年
一年感觉有点对不起儿子的
压岁钱，把前几年的利润都
亏差不多了。

“压岁钱怎么花，我们
都开了两次家庭会议了，从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这
个 传 统 就 在 我 们 家 形 成
了。”杨女士的儿子上小学
四年级，今年一共收到了 1
万多元压岁钱，经过全家人
的讨论，儿子的压岁钱最终
分成这三个用途：50%购买
教育基金；一部分购买学习
用品、教辅材料等；一部分
用来买玩具、礼物等。

虽然一半的压岁钱可以
由儿子自由支配，不过杨女
士要求他必须记账，把钱都
花到哪里去了必须清清楚
楚 。“ 儿 子 从 小 就 爱 玩 乐

高，以前每年花在这上面的
钱想想都肉痛，自从前年要
求他记账后，玩具方面的支
出大大减少了。”杨女士告
诉记者，把压岁钱交给孩子
打理，就是想从小培养孩子
的独立意识、财商。让他接
触一下理财，学着安排自己
的消费支出。

卢女士也选择把所有的
压岁钱都让孩子支配，她介
绍说：“主要用于购买机票
跟我们旅行，然后旅途中购
买伴手礼送给长辈，以培养
孩子的独立意识。”

褚女士在儿子珂珂 2 岁
的时候就专门为他开了一个

银行账户。过去 6 年，每年
春节后就把所有的压岁钱全
部存进去。今年珂珂主动提
出，要给刚出生 8 个多月的
妹妹买玩具和新衣服。

“我们家大宝其实一开
始很反对我们生二胎，做了
两年思想工作他才同意，没
想到妹妹出生后，他愿意把
存了这么多年的压岁钱给妹
妹买礼物。”褚女士说，在
儿子的概念里，这些钱要存
到他读大学用的，因为一直
是这么告诉他的。感动之
余，褚女士觉得以后可以把
一小部分压岁钱交给儿子自
己支配。

帮孩子买理财产品 培养孩子理财意识

让孩子自己支配 学着该怎么花钱

“私吞”了自己用 买名牌包犒赏自己

春节期间，西安市民李先生在
文艺路三原老黄家饭店订了两桌
餐，结账时发现，有 17 元是筷子
钱，李先生找服务员理论，被告知
一直都是这样收费的。李先生的遭
遇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西安市工商
局高度重视。2月22日，工商碑林
分局建东街工商所约谈了该饭店负
责人，并下发了行政指导提示书，
要求饭店在醒目位置张贴收费提
示，并在每张餐桌上也要竖立相应
的提示牌，同时要求在顾客就餐
前，服务员需口头提醒收费和免费
的用品，给顾客选择的权利。

文艺路三原老黄家相关负责人
表示，愿退还李先生 17 元的筷子
费，也会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消
费者消费得清楚明白。记者将该意
见转达给李先生，他表示也不是介
意被多收 17 元，只是在外面吃了
这么多年饭了，第一次被收筷子
钱，他想不明白，而且他提出后服
务员的态度较恶劣，本来高兴的聚
会被扫了兴。最后李先生说，大过
年的，干啥都不容易，饭店改正就
行，不用退费了。 据《华商报》

日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主任医师王雪梅从一位女患者
的食道入口狭窄处取出了一个枣
核。春节假期期间，因食用枣糕而
遭遇“枣核卡喉”的病历较多，仅
王雪梅所在的科室就先后接待了4
名这样的患者。

枣核虽然不大，但是卡在消化
道里还是很危险的。王雪梅说，尤
其是枣核两端比较尖，可能会扎破
食道壁，造成后续的溃疡，“如果
枣核刺穿了大动脉壁，可能会导致
严重的出血，甚至会危及生命，这
样的案例我们也见过报告的。”

“我们春节期间一共接收了 4
位误吞枣核的病人，除了我接诊的
3 例，还有另一位大夫接诊了 1
例。”王雪梅说。

王雪梅介绍，虽然平日也会出
现一些误吞枣核前来就医的病例，
但节日期间是这种病例的“扎堆
期”。她说，避免这种情况最主要
的方法就是“专心吃饭，吃饭的时
候还要细嚼慢咽，尤其是吃一些容
易产生危险的食物的时候，一定要
专心。”

此外，王雪梅提醒，一旦发现
误吞，不要采用“吞馒头”等方式
试图将异物“压下去”。“可以先试
着轻轻咳嗽几下，如果感觉吐不出
来，就要赶紧来看医生，由医生将
其取出来。”王雪梅说。

据《北京青年报》

吃饭被收“筷子钱”
工商介入后店家愿退费

春节假期“卡喉”高发
医生一周遇四次

??

医生在为医生在为““卡喉卡喉””患者做手术患者做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