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满压岁钱被“抢”？兰州小孩报警了

孩子的压岁钱，其实可以这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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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六，兰州市公安局接
到一个孩子的报警电话：“警察
叔叔你们快来，我家有坏人抢我
钱！”民警听到报警后高度重
视，仔细听电话，却隐约传出大
人的声音：“臭小子你要翻天
啊，还真报警啊……”

值班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
发现报警人家门大开。刚进门，
孩子就欢呼：“警察叔叔来得真
快，赶紧把‘坏人’抓走！”孩
子手指向坐在屋内床边的父亲。
父亲一脸无奈：“警察同志，实
在不好意思，这小子欠管教，还
真报警了……”孩子则小嘴一
撇，斩钉截铁地说：“我爸抢我
压岁钱，我就报警抓他！”

原来，父子俩是因为压岁钱
的保管和使用问题产生了争执。
父亲坚持帮孩子代管，孩子却想

自己支配。结果，孩子用父亲的
手机果断选择了“报警求助”。

民警见状，耐心与孩子沟
通：“压岁钱归你，你有支配
权。但你对如何消费可能没清晰
概念，平时玩耍、上学也容易弄
丢钱，到时候爸爸不一定会补给
你。不如让爸爸帮你管钱，你按
需支取，咱们做个收支明细表，
像算加减法一样，谁也骗不了你
这个聪明孩子，好不好？”孩子
听得认真，眼中满是期待。

随后，民警又对父亲说：
“教育孩子要讲方法，别强硬对
待，得好好引导。您和孩子一
起制定理财方案，让他参与其
中，既能增进感情，又能解决
问题。”

在民警的“调解”下，父子
俩重归于好。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
压岁钱究竟由谁来保管，孩子们
的态度各不相同：一些孩子愿意
把压岁钱交给父母保管，觉得这
样更安全；但相当大一部分孩子
如明明那样，希望能自己支配一
部分。

小曼今年9岁，她一直盼着
春节收红包。她的小手紧紧攥
着一个个红彤彤的利是封，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小曼的
妈妈说：“今年她一共收了2000
多元压岁钱，特别开心，一直
跟我说要把这些钱存起来，以
后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小曼的
爸爸则表示，他们打算帮女儿
把压岁钱存到银行，等她长大
后自己支配。

8岁的明明是个活泼可爱的
小男孩，他对压岁钱有着自己独
特的理解。春节过后，他满心欢
喜地数着自己收到的压岁钱，眼

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在他看
来，压岁钱就是自己的“小金
库”，可以用来实现很多“伟大
的计划”。“我要用压岁钱买好多
好多玩具！”明明兴奋地对妈妈
说，“还有好吃的零食，我要堆
一个‘零食山’！”他一边说，一
边用手比划着，仿佛已经看到了

自己成为“零食大王”的场景。
明明妈妈笑着说：“你可真是个
小财迷呀，不过压岁钱也不能都
用来买零食哦，我们得好好规划
一下。”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虽然有
些不情愿，但还是认真地思考起
来。他决定把压岁钱分成三份，

一份用来买玩具，一份存起来，
还有一份要送给妈妈，作为“妈
妈辛苦奖”。妈妈被明明的天真
和懂事逗得哈哈大笑，同时也为
他的成长感到欣慰。

“压岁钱的多少和使用方
式，其实都反映了家庭的教育观
念和孩子的成长环境。”财商教
育专家、《小淘气财商奇旅记》
作者吴东璇表示，“无论是传统
红包还是电子飞帖，重要的是让
孩子学会感恩、学会理财、学会
分享。这不仅是压岁钱的意义，
也是成长的财富。”不同的压岁
钱管理方式，背后是家长们对孩
子成长的殷切期望。无论哪种方
式，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
对金钱的认知和价值观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家长的引导和陪
伴至关重要，让孩子学会理财、
懂得感恩、勇于追梦，为未来的
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吴东璇指出，每年春节过
后，借助压岁钱正是锻炼孩子

“财商”的好时机，但不同年龄
阶段的孩子，对压岁钱的处理方
式，以及要讨论的内容是不同
的。所以，孩子的财商也要分年
龄开发。

一般来说，幼儿阶段，孩子
还没有金钱意识，这时父母可将
压岁钱存起来。从小学开始，家
长就不能再简单地将钱直接存起
来，而是要和孩子商量。对于七
八岁的孩子，家长可以通过问

“打算怎么去用这笔钱”，去了解
孩子对金钱的态度，并且给孩子
一些引导。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
长大了，父母和他讨论大人的问
题了。如果孩子选择把钱存起

来，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银行开
户，让孩子了解“银行”是什
么，“储蓄”是怎么一回事。如
果钱不多，孩子不想存起来，而
是希望能买喜欢的东西，家长可
以给孩子一个带锁的小抽屉，并
且将钥匙交给孩子保管（当然，
父母可留备用钥匙，防止孩子弄
丢钥匙），这样能让孩子觉得自
己是有隐私的，也能对金钱有尊
重的感觉。如果孩子想要买某种
东西，家长可以趁机带孩子去商
场、超市，引导孩子认识“价
格”以及“价格比较”这些知
识。

小学三四年级的孩子对金
钱的意识已经比较浓了，而且
会想要买一些大件的东西，开

始对一些昂贵的东西感兴趣。
这时在压岁钱的使用上，家长
应该引导的两个概念是“需要
的”和“想要的”，比如当孩子
买东西时，让他做一个列表，
引导孩子思考，哪些东西是必
须要买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以
后再买的，这能让孩子学会对
金钱使用有度。例如，如果孩
子提出要买手机，家长可以列
出手机的优点和缺点，引导孩
子去思考“必要的”和“想要
的”，并作出判断。在这个过程
中，还要让孩子明白“延迟消
费”，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对于五六年级的孩子，可以
告诉他，很快要上初中了，会有
较多的课外书、研学等支出，逐

渐引导孩子在使用金钱时，学会
计划。建议家长从五年级开始，
引导孩子把压岁钱存起来，作为
暑假旅游、上兴趣班等未来活动
的资金，这样，孩子可以把金钱
和自己的成长、梦想联系起来。
这是锻炼孩子自控能力和责任感
很重要的一部分。

等孩子到了初中，学会“储
蓄”和“计划”很关键，这时孩
子应该有主动储蓄的意识，在花
钱时，能够学会计划，并且按照
计划实施。这时，家长可以引导
孩子将压岁钱分成不同的部分，
至于如何分配，让孩子自己决
定。

来源：兰州公安 羊城晚报

专家：不同年龄锻炼不同的财商能力3

压岁钱的管理影响孩子对金钱的认知2

被爸爸“抢”压岁钱，孩子“叫”来警察叔叔1 压岁钱这样管，孩子收获满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孩子的压岁钱大多数由父母帮忙管理，有

的存在银行卡里，有的用于理财，有的用于购买保险，也有的由孩
子自主支配，还有的在父母的引导下，将钱用于给家人买礼物、做
慈善公益，从小培养孝心、爱心和善心。

叶女士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
子们每年收到压岁钱后，都会时不时拿
出来数，像个小财迷似的。她的丈夫开
玩笑说，孩子一年只能收到一次“巨
款”，让他们感受一阵子再去存起来。

前几天，叶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完成
了一年一度的存款大事，将压岁
钱存到孩子的账户里。让叶
女士惊讶的是，当天银行
里有很多父母带着孩子
去存钱，他们还排队
等了半个多小时。

叶女士说，女儿
小琦上三年级之前，
会跟她说把压岁钱拿
去交钢琴培训费，但
是上了三年级后，就
不愿意了。一开始叶女
士说帮她保管，但小琦觉
得存在大人的银行卡里，钱会

被大人据为己有，于是去年叶女士就把
两个孩子的压岁钱都存在小琦名下的卡
里。

“压岁钱存到孩子自己的账户里。”
家长陈女士说，儿子今年11岁了，有自
己的专属银行卡。她说，春节期间儿子

拿到压岁钱后会压在枕头底下，过
完年再整理。陈女士把压岁钱

存在儿子的卡里，银行卡
和密码由她保管，存单小
票装到红包里继续压在
枕头底下。

“钱一旦存到孩子
的账户上，他自己就
舍不得用了。”陈女士
说，她打算等孩子18岁
后再将钱交给孩子自己

保管，但不会一下子全
给，会按年分配，因为一下

子给太多钱怕孩子掌控不好。

开设个人账户银行卡和密码由父母保管

12岁的秋秋将压岁钱掌握在自己手
里。秋秋的爸爸说，三年前，秋秋突然说：

“这是我的压岁钱，要给我。”爸爸同意让
秋秋自主支配压岁钱，但“约法三章”：要
记账，父母可以定期查看账本；花费超过
10元的要报备；买什么也要与父母沟通。

秋爸说，压岁钱只是家人给孩子的祝
福，金额不会太大，所以秋秋现在自己保
管现金，还时不时在床上数钱，边数边
笑。“既然孩子有兴趣，就给他买一些相关
书籍，让他自主支配压岁钱，借此培养他
的财商。”秋爸说。

孩子自己保管记账父母定期查看账本

捐赠图书、玩具、爱心餐，帮助受
灾儿童……18 岁的程薏熹从上小学开
始，每年都会将大约一半的压岁钱用于
做慈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去年一次性
捐赠的10万元。薏熹的妈妈说，从女儿
上小学开始，家人就有意识地带着她参
与志愿服务、慈善活动，并陆续捐资助
学，近几年来还固定资助了一些贫困地
区的女生。“这样做是为了让同龄的孩子
也能上学。”薏熹说。

前不久，受她资助的一名女生还给
她写了感谢信：“非常感谢你的资助和关
怀，在写这封信时，我内心充满了深深

的感激和感动。你的慷慨资助，对我而
言不仅是一笔经济上的援助，更是对我
生活、学习和未来的坚定支持和巨大鼓
舞。以后我一定常怀感恩之心，将这一
份爱传下去。”

除了将压岁钱用于做慈善，薏熹也
将一部分钱用于给家人买礼物。她用压
岁钱给爷爷奶奶买了智能手机，她的懂
事和孝心让长辈感到很欣慰。“很多孩子
会乱花钱，我们要引导孩子把钱用在有
意义的事上。”薏熹的妈妈说。

来源：厦门晚报

将压岁钱用于慈善资助贫困地区孩子

民警对父子俩的矛盾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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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压岁钱，竟有孩子报了警。
据长沙政法频道报道，近日，兰州一

孩子因不满压岁钱被强行代管与父亲争
执，用父亲手机报警称“有坏人抢钱”，民
警到场后才发现是父子纠纷。最终，经民
警调解与教育后父子重归于好。

因压岁钱被代管而报警称“遭抢劫”，
看似荒诞不经，实则映射出传统与现代两
种观念的激烈对撞。压岁钱，这一承载着
美好祝愿的传统习俗，竟成为了当代家庭
亲子矛盾的爆发点，也引人思考。

依据我国民法典，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
所获压岁钱，归属为受法律严格保护的赠

与财产，父母仅拥有代管权限，而非所有
权。然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高达73%的家长仍秉持“孩子的钱就是
家庭共同财产”的陈旧观念。

这样的认知偏差，与当代青少年权利
意识的觉醒，无疑形成了强烈反差。

涉事孩子选择报警，这一行为是对我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尊重未成年人真实
意愿”条款的践行，凸显当代青少年的法
治意识以及“有困难找警察”的现代公民
意识。但是，这同时也暴露了传统家庭教
育层面的诸多问题。

据首都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仅

有29%的家庭会与孩子探讨压岁钱的使用规
划。多数家长简单粗暴地将“代管”等同
于“没收”，白白错失了财商教育的黄金契
机。

假设涉事父亲能够提前与孩子签订
《压岁钱管理协议》，对储蓄、投资、消费
等事项进行合理约定，依据年龄逐步赋予
孩子相应的财务自主权限，则既可以有效
培养孩子的金融素养，又能巧妙化解亲子
间的矛盾冲突。

从更深层次来看，此次纠纷也意味
着，传统的权威型家庭教育模式在面对

“00后”“10后”时已渐显疲态。

成长于多元社会的这一代孩子，习惯
了平等对话与协商，父母“为你好”之类
的话语霸权，只会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
情绪，甚至视父母为“坏人”。而青少年对
财务自主权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格独立
的渴望。

此次纠纷，也是压岁钱从传统社会的
人情纽带，转变为现代家庭的财产权象
征，引发的礼俗与法理激烈交锋；孩子报
警将家庭内部矛盾公开化，对应着全国范
围内大量设立“青少年维权岗”的社会现
实，也提醒构建新型亲子关系迫在眉睫。

回到压岁钱的问题上，新加坡的 《儿

童发展账户法案》 将压岁钱纳入家庭教育
合同范畴，或有借鉴意义；北京市海淀区
某小学推行的 “家庭议事会”制度，每月
定期召开家庭会议讨论财务规划，孩子拥
有三分之一的表决权，也有推广价值。

这场压岁钱风波，事情不大，甚至有
些荒诞，却也是一个生动切片，提醒当代
父母必须完成从“管理者”到“引导者”
的角色转型，在传统伦理与现代意识之间
找到平衡。如此，便不会再上演此类“荒
诞剧”，让家庭教育现代化与社会文明发展
同频共振。

来源：新京报

青少年对财务自主权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人格独立的渴望
关育兵

厦门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会长张晋岗
建议，可以从三个方面和孩子谈压岁钱。
首先，对于上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孩
子，家长可以从压岁钱的起源说起，告诉
他们最早的压岁钱是一种“护身符”，承
载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其次，要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意义，即
压岁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连接。在
孩子收压岁钱的同时，也要让孩子看到家
长给其他亲友的孩子包压岁钱。“要让孩
子知道祝福是相互的，要懂得礼尚往来，

压岁钱是亲情互动、人际往来的体现。”
张晋岗说。

此外，对于小学高年级及以上的孩
子，父母可以和他们商量如何管理压岁
钱。家长可以适当地让孩子自主支配压岁
钱，但要事先约定好，如果觉得孩子安排
得不合理，家长可以提建议。如果压岁钱
比较多，可以给孩子开账户，或者存在指
定账户上，和孩子一起管理、规划，比
如，用于旅行、做慈善等有意义的事情
上。

怎么和孩子谈压岁钱？

延伸阅读

春节，对孩子们而言，最幸福的事之一就是收到压岁钱，不少孩子还成了“小土豪”。由于
未成年人缺乏自主能力，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引导孩子用好压岁钱？压岁钱该怎么管理、由谁管
理？如果稍有不慎，可能酿成家庭矛盾。来看看这些成功例子，再听听专家如何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