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幼儿园起，几乎每个
月，在海曙第三外国语学校就
读一年级的张一馨同学，都会
请父母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
款，金额为50元，她希望为困
难的孩子送上一份绵薄之力。

据她妈妈介绍，孩子在读
幼儿园的时候，看到过一个视

频。视频中的小姑娘瘦瘦弱
弱，却要自己做面、做家务、照
顾弟弟。当时她就说，以后一
定要多多帮助山区小姐姐。

今年过年，张一馨收到了
不菲的压岁钱。她上交家长时，
提出了一个要求：捐200元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孩子现在

才一年级，200元对她来说，其
实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听到
她主动要求捐款，我们都很高
兴，当然一口应允了。”她妈妈
说，孩子还小，所以并没有考虑
让她自己去支配这些压岁钱，
但是如果她有什么需求，家长
一般都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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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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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收到压

岁钱后，很多家长都会这样说。

孩子的压岁钱到底谁做主？是父

母“收缴”还是“小鬼当家”？记者在调

查中发现，过半的受访家长保持谨慎

的态度，不想让孩子过早支配大额金

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但也有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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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樊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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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红包越来越大，父母“收缴”还是“小鬼当家”？

暖心孩子用来传递温度

寒假临近尾声，记者面向义务段
中小学生家长做了问卷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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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家长中，有
44.42%的家长表示孩子收到的压岁钱
在1000元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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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的家长表示曾经教过孩子
如何使用压岁钱，近四成的家长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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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鄞州区学校就读初二的林宸
羽，从小到大的压岁钱都是由家长代
为保管的。上初中开始，他有了“小钱”
的支配权，今年，他能自己支配的压岁
钱在一千元左右。“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给的压岁钱比较多，厚厚一沓。孩子
也就是‘过道手’，很快就交给了我们。
亲戚给的几百元的压岁钱，就留给孩
子了。”家长何女士笑着说，孩子还和
奶奶商量，以后不要给他“大红包”了，
给“小红包”他就能揣自己口袋了。

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家长尝试
让孩子自行支配压岁钱。但记者在采
访过程中得知，很多家长会提出一些
附加条件。有的受访家长要求孩子未
来一年的零花钱从中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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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孩子有机会
支配“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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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是春节习俗的一
个重要符号，现在家长给孩子
的压岁红包越来越大，谁来
管？怎么用？这样的问题已成
为亲子关系的一个话题。对于
三观发展还未成熟的未成年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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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存款是理财很重要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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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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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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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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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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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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是在现场捐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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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坚持了五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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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妈妈的银行账号把
钱打给店家的时候，孩子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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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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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困难的孩子出一份力

张一馨同学捐款证书。受访者供图黄虹燊给爷爷买了助行器。

孩子使用压岁钱调查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