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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蓓

春节假期，最让孩子们高兴的事就
是收到了长辈给的压岁钱。年过完了，
孩子们手中的这笔“巨款”该如何处置，
成了市民探讨的热门话题。近日，记者
采访了一些家长，谈了谈关于压岁钱的
那些事。

压岁钱存银行用时再取

家住市区园林路园林小区的朱女
士在市区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儿子柠柠
今年6岁，上小学一年级。2月25日上
午，寒假最后一天，她带着儿子将春节
收到的5000元压岁钱存进了银行。“银
行卡是孩子的名字，让他自己规划这些
钱的用处。”朱女士说，从孩子两岁开
始，她就给孩子开了一张银行卡，专门
存放压岁钱。平时，这张银行卡就放在
孩子的钱包里，如果需要用钱，她会带
着孩子一起到银行取。

压岁钱存下来干什么呢？朱女士
说：“这些钱大部分存下来了，小部分用
于孩子的开支。”孩子平时有街舞和架
子鼓两个兴趣班，每年要花近万元，她
会鼓励孩子使用压岁钱支付这笔费
用。此外，赶上节日、同学生日，孩子要
准备礼物时，这一部分支出也出自孩子
的压岁钱。

“我现在已经存了两万元压岁钱！”
柠柠告诉记者，他已经规划好了压岁钱
的用途：日常零花200元，给妈妈买礼
物 1000元，其他的都存起来，“我以后
上大学了可以当生活费！”

听到儿子的说法，朱女士笑着说：
“压岁钱让他自己拿着，主要是想让孩
子有金钱的概念，大概知道多少钱可以
办多少事。”

从小树立孩子的理财观念

市民黄先生家住市区体育路南段
一小区，他是一名金融从业者，在郑州
一家投资公司工作。他用孩子的压岁
钱为孩子购买了理财产品。“我给孩子
灌输过复利的概念，她知道购买理财产
品，钱会越来越多。”黄先生说，从女儿
静静出生时收的份子钱开始，他就将亲
友给孩子的钱存了下来。静静两岁时，
这笔钱已经有5万元，黄先生开始购买
第一个理财产品。

“去年的收益是2000多元，今年续
存 6000元后，收益能再多几百元。”2
月 26 日晚上，在黄先生的电脑上，他
展示了为女儿购买的理财产品收益情
况。“爸爸，你好厉害！”8岁的静静看到
自己的压岁钱又增多时，忍不住夸奖
爸爸。

“孩子对钱是没有概念的，更没有
理财的观念。”黄先生认为，从小为孩子
灌输理财观念，告诉她存钱的计划和意
义，对于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很有帮
助。

市民赵女士对此持相同意见。她
有一双儿女，两个孩子的压岁钱被她放
进支付宝的余额宝里，每天都有几元的
收益。“压岁钱放在支付宝，纯粹是想让
孩子直观地感受到钱能生钱，培养他们
的理财意识。”赵女士说。

“压岁钱帮你存着”已成过去时

在不少80后、90后的观念里，压岁
钱让父母帮忙存着，似乎是理所应当的
事。记者采访发现，“压岁钱帮你存着”
已成过去时，很多父母都将压岁钱的

“财政大权”还给了孩子。
今年 14岁的晴晴上高一，她的压

岁钱从小就在自己的钱包里。据晴晴
的爸爸胡先生介绍，他和妻子都是湖北
人，在平顶山的亲戚很少，因此孩子的
压岁钱并不多。晴晴自己管理这笔钱，
大部分都用来买书、文具等学习用品
了。“孩子自己支配这些钱时，一般都会
提前询问家长的意见。”胡先生说，他和
妻子对女儿自己处置金钱的能力很放
心，“把她当作一个大人来看待，她自己
也很有分寸”。

“如何打理压岁钱可以根据孩子的
年龄、家庭财务状况和理财目标等几个
方面来决定。”今年56岁的张蜀从事幼
教工作30多年，她认为，打理压岁钱是
一个培养孩子财商的好机会，家长应鼓
励孩子参与压岁钱的处理过程，从小培
养孩子对理财的兴趣和能力。她建议
家长，打理孩子压岁钱时，最好能设立
一个独立账户。如果孩子的压岁钱和
家长的账户合并，很可能压岁钱存着存
着就“没”了。此外，她建议家长，对于
不同年龄的孩子应该给予不同程度的
支配权。学龄前孩子和小学阶段的孩
子，家长操作压岁钱账户更稳妥；等孩
子上中学或大学后，可以试着让孩子学
习投资一些简单的理财产品。

买理财产品、存入银行、自己支配……

孩子的压岁钱怎么处置？

叶县 14 座乡管水库承

包人：根据《河南省小型水

库管理办法》、《叶县乡管14

座小型水库管理实施方案》

（叶河办【2023】33 号）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来所

签订的一切合同自2023年8

月 9日后需重新签订，现通

知您务必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之前到我单位完善小型

水库承包合同。否则，我单

位将依法依规采取措施。

叶县小水库管理所

2024年2月28日

通 知

■广告

□记者 孙书贤

本报讯 2月 27日上午，郏县
堂街镇圈李村文化广场舞台上，
郑州市小梅花曲剧团在演唱曲剧
大戏《铡太师》，台下不时掌声阵
阵。“这戏是俺村的李合民三兄弟
给他父亲过90岁大寿请的，这份
孝心让人感动！”圈李村党支部书
记李松行说。

李松行介绍，该村村民李长
兴、关雪梅夫妇养育了李合民、李
正民和李东民三个儿子，儿子们
成家立业后都对父母很孝顺，一
家 15口和睦相处，日子过得幸福
美满。

2 月 26 日是李长兴 90 岁大
寿。为给父亲过一个难忘的生
日，三兄弟自掏腰包请来郑州市
小梅花曲剧团，演唱《凤还巢》《状
元招亲》等六场大戏，也给乡亲们
送上一场丰盛的曲艺大餐。

2 月 27 日上午，在儿媳妇们
的陪伴下，李长兴和89岁的老伴
儿关雪梅在现场津津有味地看着
大戏。“这戏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
难忘的大戏，孩子们对我这么孝
顺，这日子真是越过越幸福！”李
长兴高兴地说。

三个儿子请大戏
为九旬父亲祝寿

□绘制 张梦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