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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名师、余姚市低塘初
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卢浩挺

压岁钱是春节习俗的一个重
要符号，年夜饭后，长辈要将事先
准备好的压岁钱派发给晚辈，得
到压岁钱的孩子们就可以平平安
安度过一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给孩子的压岁红包越来越鼓，
金额越来越大，谁来管？怎么
用？这样的问题已成为亲子关系
的一个话题。显然家长们并不缺
孩子的这点压岁钱，代替孩子保
管更多的是怕孩子乱花钱。而对
于孩子们而言，压岁钱是一笔“巨
款”，更是购买自己喜欢物品的

“机会”。对于三观发展还未成熟
的未成年人，对于压岁钱的保管
和使用确实需要家长的引导和帮
助，但是家长也不能一收了之，我
们可以试着这样做：

首先，让压岁钱传递温度。
压岁钱承载着长辈们的爱，是中国
人年味的传承。我们可以试着让
孩子深度了解压岁钱的年俗，同时
引导孩子将这种爱传承和反哺，可
以一起和孩子为长辈购买一些他
们需要的礼物，在适当的时候送给
长辈，让爱双向奔赴。更大气一点
还可以把压岁钱慈善捐助，助力公
益事业，让爱更广泛传递。

其次，让压岁钱理财增值。
对于“巨款”，应该让孩子认识除
了“花”这一个结果，还有“存”

“增”这些归宿，既要让资金安全，
又能让资金增值，银行存款理财
是很重要的途径。家长一定要以
孩子的名义开户，甚至密码可以
让孩子自定，让孩子们感受到尊
重与安全。与此同时，也能让孩
子学习一些生活中的金融知识，
培养理财意识。

第三，让压岁钱用在实处。
目前资金的使用场景已经转变为
数字支付，在绝大多数孩子还没
有手机的情况下，家长代为支付
的比较多。让孩子能够养成对压
岁钱有一个使用的规划、记账等
习惯，而家长代付的过程中也能
够很好地起到监督、审核等作
用。既能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又
能确保压岁钱使用的合理和安
全。 记者 林桦 樊莹

“小孩子拿着那么多钱也没
用，爸爸妈妈帮你保管，长大了还
给你。”大家对这句话一定不陌
生。孩子的压岁钱谁说了算？是
父母“收缴”还是“小鬼当家”？记
者在调查中发现，关于金钱，过半
的受访家长都保持谨慎的态度，
不想让孩子过早支配大额金钱。
但仍有一小部分家长愿意给孩子
锻炼的机会，让他们自行支配。
获得支配权的孩子，有时也会用
这些钱，做些意想不到的暖心事。

超四成受访家长
尝试让孩子自行支配压岁钱

寒假临近尾声，记者面向义务段中
小学家长做问卷调查：现在的孩子能拿
到多少压岁钱？调查发现，参与问卷填
写的403位家长中，有44.42%的家长
表示孩子收到的压岁钱在 1000 元-
5000元这个区间，这也是占比最高的
区间。

这么一笔钱，全部交由孩子自由支
配，显然不现实。关于压岁钱的使用，
超八成受访家长表示曾经教过孩子如
何使用压岁钱，近四成受访家长以“代
为保管”为由，帮孩子把钱存入银行或
购买理财产品等。用于购买学习用品、
兴趣爱好的也较多，占20%以上。

调查显示，有超过四成的受访家长
尝试让孩子自行支配压岁钱。但在采访
过程中得知，很多家长会提出一定的附
加条件。有的受访家长要求孩子未来一
年的零花钱要从其中支取，并且还要为
自己的消费写个计划，专款专用。一旦
发现有“违规操作”，立马没收这笔钱。

那么，孩子自由支配自己的“小金
库”，一般都会花在什么地方？在调查
中，记者发现，除了用于买手办、看电影等
个人兴趣爱好类，一些家长、孩子更看重

“仪式感”，用这笔钱做“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压岁钱如何使用，象山县
实验小学的班主任老师陈艳早在年
前就布置了一份作业：制作一份压
岁钱使用计划，并尽量按照计划实
施。所以，这个班的孩子对压岁钱
如何使用，早就了然于胸。

53%的钱用来交学费，13%的
钱用来旅游，29%的钱存银行……
孩子们的计划表里，把各自的零花
钱安排得“门清儿”。

“我带的这个班已经五年级了，
但是现在的孩子对钱还是没什么概

念。所以，我们班级一直以来都在
做培养孩子财商能力的实践研究，
记录每一笔压岁钱的来源及金额，
制作压岁钱的使用方案，都是培养
孩子财商能力的活动。”陈艳说。

那么，孩子使用压岁钱真的是
按照计划来的吗？陈艳在班级群里
向家长做了一个“回访”，得到了肯
定的答案。大部分家长表示，金额
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消费用途的比
例基本相当。“毕竟是孩子自己做的
计划，不能打脸嘛。”家长说。

制定计划，并按计划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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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怎么处理好？
父母“收缴”还是“小鬼当家”
别争了，暖心的孩子是这么用的

黄虹燊是余姚市舜水小学五年
级学生，今年过年收到了1万余元
的压岁钱。虽然是妈妈“代为保
管”，但这笔钱究竟怎么用，他早有
了自己的打算。

“我想给爷爷买一个助行器！”
黄虹燊主动提出建议。原来，就在
去年下半年，爷爷忽然晕倒，腿脚
无力，之前家里的拐杖不好使了，
最好换一个保护腿部、能走又能坐
的撑扶工具。孩子早早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过年的时候，爷爷塞了
一个大红包，与其把它们存起来，
黄虹燊更愿意用这笔钱做有意义
的事。

对于这一点，黄虹燊妈妈也很
意外。“其实，家里人从未有过任何
引导，但孩子很有自己的主见。从
小学一年级起，他主动拿出一部分

压岁钱为社会上的贫困家庭献爱
心。有时是他现场捐赠，有时是我
们在网上代为支付。虽然每次捐赠
的金额不是很大，但这一行为坚持
了5年，从未间断。”黄虹燊妈妈说。

这一次，孩子上网搜索助行器
相关产品信息，还拉着父母到实体
店一家家看，终于选到了一款最适
合爷爷的助行器。当孩子通过妈妈
的银行账号把钱打给店家的时候，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爷爷在收到
这个礼物后，也是开心得合不拢嘴，
直夸孙子“太懂事”。

孩子的行为，黄虹燊妈妈给予
百分百的支持。她还把每年剩下的
压岁钱存入一个专款专用的账号，
不轻易动用里面的钱，等到孩子18
岁的时候，再把卡交还，帮助孩子认
识储蓄的重要性。

给爷爷买了个助行器压
岁
钱
怎
么
花
？

■宁波银行专栏

近日，宁波银行“基于多模态技术的
人工智能融合中台”项目获得中国人民银
行主管杂志《金融电子化》颁发的“金融科
技应用创新奖”。这一项目主要满足金融
业务在客户服务、风险防控方面的需求，
构建“多引擎+适配层+智能工厂”“算法
库+工作台+开发模板”的融合架构，探索
人工智能（AI）技术的融合方案、编排式应
用和一体化运营等，建设人工智能融合中
台。

这是宁波银行对人工智能与多模态
技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驱动着金
融服务模式的变革。宁波银行以客户为
中心，借助“专业+科技”，通过探索数字化

应用，拓展触达客户的渠道，提升金融服
务覆盖率，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接入体
验，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效率。

宁波银行持续推动“一体两翼”平台
化，以业务、数据、技术中台为一体，提升
产品的创新能力，以研发、运维平台为两
翼，实现产品的敏捷交付，支持全行业务
发展。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宁波银行深入
推进金融科技与业务融合，通过底层技术
应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让服务更精准、
更便捷。

基于智能字符识别（ICR）平台，宁波
银行开发通用识别模型50多个，满足业
务需求，如全文识别、卡证类票据类识别、

定制垂类识别、目标检测类等，应用于国
际结算、票据、信贷、运营等领域80多个
场景，助力智慧金融业务发展。

基于统一的知识图谱平台，建成百亿
关系网络，可支持银行的贷前、贷中实时
决策和贷后风险预警，并应用于基金推
荐、企业经营分析、反欺诈、反洗钱等40
多个金融场景中。如发现疑似团伙欺诈，
通过定期监测与回访，辅助筛选出风险客
户。

基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技术，
宁波银行依托数字员工运营平台，已实现
业务侧对数字员工效能管理、数字员工商
城、人机交互、多RPA引擎融合流程应用
和AI能力一键集成的需求，以及管理侧

对RPA全生命周期标准化管理的需求，
支持自助数据处理、业务填报、数据连接、
定制通知等，应用于财资、国际结算、投
行、远程银行等领域350多个场景。

2023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
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宁波银
行聚焦“iSMART+”智慧银行愿景，借助
金融科技手段，为自身经营赋能，为客户
赋能，努力实现全流程、全周期、全场景的
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宁波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服务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