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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新年新变化

往年，胡女士都得赶在春节前去银行提
上四五万元现金，2万元给婆婆，2万元给妈
妈，两个孩子每人的红包2000元，其余的准
备给其他一些长辈以及亲戚小孩。不过，今
年她不必再为了提现金专程跑一次银行了。

“我妈之前有笔几十万元的资金让我帮她买
理财，1月份到期，我打电话给她，她说继续给
她买。随后我说起过年红包的事，我妈说，给
她的那2万元红包也一起放理财里好了。我
想这个不错，于是问我婆婆，过年红包要不要
现金，我婆婆也说直接放理财吧，过年放一堆
现金在家，没时间去银行存也麻烦。”胡女士
一合计，还真不用跑银行提现金了。“虽然大
家对现金的需求减少了，但实际上给老人的
红包大小并没有变化。红包里的钱放在网银
理财中，还能生不少利息，连不太会玩手机的

长辈们也能接受这种方式了。”
胡女士一家在红包上对现金需求的变

化，是众多宁波家庭的一个缩影。记者从宁
波多家商业银行了解到，最近两年，过年期间
对于现金的需求确实要比以前减少了。虽然
过年前一些居民小区较为集中的网点仍会出
现排队现象，但排队兑换新钞用来包红包的
人已经不是主力。

事实上，电子红包在平时的红包需求中
占领的阵地更大。采访中，宁波人李先生告
诉记者，平时与妻子、朋友之间发红包，金额
小的走微信，金额大点的走支付宝，还真很少
用现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钱包里的
钱还是几个月前放进去的，当时放了500元，
现在还有200多元。因为平时都不太用到现
金，连买早点也可以刷手机。”

从装着崭新钞票的红包
到“叮”的一声手机提示音
支付方式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生活

过年发红包，是中国人的传统年俗之一。长辈用压岁红包表达对小辈的新年祝福，子女
用过年红包表达对父母的孝心……不过随着科技发展，红包的形式正在从一叠叠崭新的钞
票变成叮叮当当的手机提示音。这个春节的红包，你准备了电子红包还是现金红包？

电子红包越来越流行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电子红包短短几年
之间已然成为市场主流，但是传统的纸质现
金红包并未完全被取代。特别是春节期间，
一些老年人仍然对纸质红包情有独钟，认为
纸质红包的仪式感是无法代替的。

胡女士告诉记者，尽管婆婆和妈妈选择
把子女孝顺的红包直接变成网络理财，不拿
现金，但他们发给孙辈的红包还是早早地包
上现金了。

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运营管理部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最近来网点要求换新钞的人
主要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一部分是单位
提出来打算在年会上作为奖品发给员工的。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老年人喜欢纸质红
包，还因为传统纸质红包是“红包+现金”的模
式，相对电子红包而言，使用的条件更低、范围
更广。特别是对那些不太会用智能手机的老
年人来说，电子红包必须依靠绑定网银的电子
钱包进行发送和接收，而传统红包只需具备一
个符合使用情景的红包和若干现金即可。

电子红包与现金红包“PK”的背后，是移
动支付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技术的
发展，移动支付已经成了现代生活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为什么电子红包越来越普及？因为红包
里的钱有了丰富的应用场景，逐渐从社交走
向真正的消费。记者从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
支行获悉，在过去的一年中，宁波金融普惠性

和获得感显著提升，其中一个代表性的数据
是，移动支付在税费缴纳、健康医疗、菜场等
行业和便民领域广泛应用，覆盖98.7%的商
户。去年宁波基于“云闪付”的移动支付交易
4295.3万笔。2018年末移动支付活跃账户
达118.67万户。不但消费理财无障碍，宁波
还在全国首推社保卡集中代收付资金业务，
共惠及100多万名参保人员。 记者 周静

电子红包流行的背后：支付方式改变

纸质红包占比缩小但不会完全被取代

“我们在美国纽约向您拜年……”往年，这
样的拜年视频总是在电视台里不断播放。但现
在，“来看看咱们宁波新变化……”这样的拜年
视频则成为了一股闪耀在新春短视频界的“清
流”。一些宁波人选择了站在鼓楼城墙上、三江
口岸边，拍上那么一小段，自豪地向海外留学或
生活的家人们恭贺新春。

灵桥牌普通话、妈妈做春卷
这个视频“很宁波”

“拜年的手势是右手握拳，左手包裹，代表
包容、友好。对，就像这样，祝你新春快乐。如
果你在国外要给外国同学拜年，可别做错了
……”镜头前，一位阿姨穿着美美的旗袍，教国
外的孩子们如何拜年。

昨日，海曙区望春街道“侨之家”的成员们
相聚在侨联会场，为在海外留学无法回国过年
的学子们拍摄短视频。这些短视频将会被剪辑
制作成一个专辑，送给还在海外留学的他们。

灵桥牌普通话、三江口的夜景、锅里煮的小
海鲜……这些“信号”，交融在一起，就是一股浓
得化不开的乡情。

有些是家长自己录下的新春祝福，有些是
家长对孩子的谆谆教诲，还有的是自家人的新
变化。来自天一家园的朱女士，录下了自己做
春卷的视频；施先生提供了孩子母亲和她的姐
妹们穿着旗袍抱拳行礼的照片，画面里笑意盈
盈，满是东方气韵；来自春城社区的卢同学，向
在海外的学弟学妹们晒出自己的归国工作情况
……

“这些短视频几乎都是大家通过手机自拍
而成，像素质量可能不是那么精良，但看完粗剪
的样片，很容易就被这份乡情感动。”小林是望
春街道“侨之家”的工作人员，她说，“乡情”这两
个字，对现在很多年轻的留学生来说，可能感触
并不是太深。网络信息和交通工具高度发展的
今天，想家了可以和家人视频，也可以直接买一
张机票飞回国。“但乡情是连接海外学子和祖国
家乡的桥梁纽带，对故乡的情感不能丢弃。”

视频为孩子和父母搭桥
拉近了距离、消除了担心

“以前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等着孩子给我们
发视频、报平安；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用手机，沟
通交流上完全没问题了。”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
的一位家长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虽远
隔万里，但现在更渴望了解家乡宁波的新变化、
感受父母的日常生活。“手机里聊天，毕竟不够
生动，自己亲眼见到，那才是‘眼见为实’！拍摄
家乡的短视频，就是要告诉外面的孩子们一些
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中华传统习俗和宁波的新变
化。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们，国内有一群人一直
想念着他们。”

这些视频发给海外学子后，并不是毫无“回
报”的，海外学子也会在海外拍摄下短视频发给

“侨之家”的家人们。
“谢谢大家的新春祝福，我也想通过这个视

频告诉我的爸爸妈妈，我在外面生活得很好，不
用担心我。我下个假期就回家！”家住清风社
区、现在在英国留学的周同学特地拍摄下了学
联举办的春晚现场的视频，发回给了在宁波的
父母。

家在青林湾社区的黄先生的儿子也把视频
发送回国，他还拍摄下了现在就读的美国康斯
威星州学校的标志性建筑。黄先生开心地表
示，“儿子终于长大了”。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王昱汀 沈晨舒

给海外家人发一段
“宁波味”拜年视频
这是乡情的全新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