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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孩子们的吐槽，家长、工作
人员和专业人士都忍俊不禁。关于压
岁钱怎么用，“妈妈帮帮团”有自己的
想法。

常春艳是一名从业17年的金融
行业工作者，现场她通过一张充满童
趣的图表，讲述了她的压岁钱“理财
经”。常春艳建议家长，应该让孩子支
配一定数量的零花钱，并教会孩子记
账。同时，把孩子每年收到的压岁钱
存入账户，让他们清楚钱怎么来的，
又花到了哪里。“应该让孩子学会打
理人生的每一笔财富，培养他们的财
商。”

在“妈妈帮帮团”成员陈艺娴眼
里，给孩子压岁钱更多的是表达一份
祝福。作为新城第一实验学校108班
的班主任，每年陈艺娴都会和班级的
孩子们一起制定新年“储蓄罐”，建议
大家把压岁钱分成四部分来管理：储
蓄、花费、投资和分享。打开陈艺娴的
小红书，里面详细记录着她和女儿的
每一次旅行。自孩子3周岁起，她每
年会根据季节，和女儿一起开启亲子
奇妙之旅。“每年女儿都会主动拿出
压岁钱当旅行基金，最远的一次，跨
越1300多公里去了温暖的广州。这
样的亲子游，增进了我和孩子之间的
感情。”除了旅行，陈艺娴还会引导孩
子用压岁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每

次捐款，我都会问她意见，看似小小
的一份爱心，汇聚着幸福的正能量，
也让压岁钱变得更有意义。”陈艺娴
说。

“在过年时长辈给晚辈压岁钱，
是一种古老而有意义的习俗，压岁钱
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给予，更是精
神上的寄托和期望。”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新城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符
亚文是“妈妈帮帮团”的专家库成员，
她也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建议：家长要
善用压岁钱，尊重孩子的想法，引导
他们合理使用、管理压岁钱。从小培
养孩子的理财意识和能力，这些经验
和能力将对孩子们未来的成长和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鼓励孩子们将部分
压岁钱用于慈善或公益事业，让他们
学会感恩和回馈社会，这些都是压岁
钱正确的打开方式。

由鄞州区福明街道宁城社区联合
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组建的“妈妈帮帮
团”志愿服务团队成立于去年11月，
目前有35名成员，平均年龄30岁，他
们中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优秀教
师骨干、社区妇联工作者和党员志愿
者等辖区家校社联动力量。今后，她们
将直面家庭教育中的小烦恼，为家长
们提供更多“专家式”问诊。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褚燕玲 李黎 项禹滔 文/摄

“爷爷，我们新学了一首《小蜜蜂》，吹
给您听听。”“奶奶，您每天坚持练字，练了
这么多年，我太佩服您了！”……3月2日
上午，余姚市小卷毛公益服务中心和东风
小学教育集团东江校区305班小蚂蚁中
队41个10周岁的孩子，开展了一场“公
益传温暖 童心系桑榆”暖心行动，孩子们
带着满满的情谊看望了兰江街道4位百
岁老人，双方开启了一场美好的“人生对
话”。

百岁老人翁吟仙是一名退休小学老
师，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写的一幅幅书
法。一走进老人家中，孩子们就被满墙的
毛笔字震惊了。翁吟仙老人告诉孩子们，
写字临帖是她每天坚持做的一件事，到现
在有50年了，“每天坚持写一写，就好像
一日三餐一样，成了我的日常，既是爱好，
也是志向，有志者事竟成！”听了老人的
话，许多练习钢琴、绘画、书法、舞蹈的小
朋友也纷纷表示，要向老人学习，把自己
的兴趣爱好坚持下去。

住在兰江街道下菱社区安居乐小区
的102岁老人胡耀楣，是一位劳动模范。
老人至今记得当年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在
和孩子们分享的过程中，他一直叮嘱孩子
们，一定要干一件事爱一件事，并且努力
干好每一件事。听了老爷爷的话，孩子们
倍受鼓舞，对“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
元”有了深刻的理解。

百岁老人陈阿五和朱玉生身体都非
常硬朗，精神矍铄，看了孩子们自己编排
的歌舞后，两位老人高兴地拉着孩子们的
手，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增长本领。

最后，孩子们给老人送上了鲜花、寿
桃、长寿面，小小礼物凝聚着孩子们对老
人的诚挚祝福。孩子们说：“爷爷奶奶虽
然老了，但是他们的很多生活经验都是我
们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祝愿
他们健康长寿！”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郑海波 耿丹妮 文/摄

10岁孩子与百岁老人
展开了一场“人生对话”

每年春节期间，
很多孩子都会收获一
笔数目不菲的压岁
钱。这些年，你的压
岁钱去哪儿了？如何
用好这些压岁钱？3
月 2 日，鄞州区福明
街道宁城社区妇女儿
童驿站和宁波市新城
第一实验学校共同发
起新学期亲子教育主
题活动“压岁钱去哪
儿”。

现场，有孩子们
的吐槽，有妈妈们的
分享，更有专业人士
的建议，让压岁钱有
了更好的“归处”。

现在的小学生，一个春节能收
到多少压岁钱？活动开始前，工作
人员对59名小学生做了一项小调
查。调查结果显示：压岁钱在1000
元以内的有 15人，压岁钱在 1001
元-5000元的有11人，在5001元-
10000元的有15人，而收到10000
元以上压岁钱的有 18 人，占比
30%。

面对“如何使用压岁钱”的问
题，52.5%的孩子选择“由家长保
管”；11.9%的孩子选择“主要用于旅
游，买文具、玩具等”；25.4%的孩子
选择“由父母存银行理财”；选择其他
的有10.2%。在其他选项中，有1名孩
子写着“用压岁钱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相比之下，低年级学生更偏向用
压岁钱满足日常文具、玩具等的消费，
或用于旅游，高年级学生则选择理财
较多。

现场活动从一场“真心话大冒
险”开始。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
校410的董妍辰同学一脸无奈地说：

“这压岁钱还没有捂热，就被妈妈收
走了。父母总有五花八门的理由，
吃的、穿的、喝的，竟然用的都是我
的红包……”旁边407班的魏莱同学
火速“支招”：“用衣服藏红包，一两
层、三四层，层层包裹。”108班的陈
薇羽同学得意一笑：“我想用1000元
买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房间，有自
己的秘密基地。”

压岁钱催生“万元户”
有孩子用压岁钱做公益

▲

压岁钱去哪儿了？孩子
们展开“真心话大冒险”。

压岁钱的正确打开方式
“妈妈帮帮团”来支招

如何用好压岁钱？

给出正确的
打开方式

这场“吐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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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帮帮团”来支招。

孩子们看望百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