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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工人日报》记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年轻务工者步入人生新阶段，给出的春节红包金额确有上涨，但也有人在尝试新式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给爸妈和其他长辈的红包，加上提前准备的年货礼物、给父母买的新衣服，大概花了我近一个月的工资。”2月25日，元宵节刚过，留在北京值守岗位的范泽算了一下自己今年春节的“红包消费”，直言压力不小。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有市民在网上留言表示，近年给出的压岁钱从10元、20元到500元、600元一路看涨。《工人日报》记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近年来金额不断上涨的春节红包的确给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在看重人情关系的乡村社会，不少人为此伤透脑筋。对此，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一些年轻人尝试新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多因素下的红包压力


　　“今年没回河南老家过年，爸妈在家肯定有些孤单，所以我想在红包上弥补一下。”今年28岁的范泽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这是他第一次在异乡过年。由于没能回家，他选择给家里多买点年货，给亲戚朋友发红包送祝福。节后一计算，没想到花掉近6000元，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在范泽的印象中，收红包是儿时过年最期盼的时刻。“无论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还是晚辈给长辈的孝敬，过年发红包是我们传统习俗中的一部分，寓意着祝福和好运，所以我们家一直坚持这个传统。”范泽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金额也在慢慢增加，自己今年给出的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比小时候的平均金额要高。


　　此外，对不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而言，人生阶段的不同，也带来了红包支出的变化。“我去年10月结婚，这是我们建立小家以来过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今年两方的亲戚都会给大额的红包，我们也要给两边的小孩们准备一些心意。”定居浙江杭州的馨娜向记者展示了今年春节收到的厚厚一沓红包。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新婚夫妇的第一个春节会收到来自双方亲友的红包，此后春节则不会再收到，而是要给双方家族中的晚辈准备压岁钱。对此，馨娜表示老家的风俗也是如此，这些新年红包被认为是给小家建立后的资金支持。


　　“这几年都有二胎三胎了，金额直接翻倍。”老家河南的文宾已经在外工作7年，尽管单个红包的金额没有逐年上涨，侄子侄女的出生也需要他准备更多的红包，“直接包出去一德赢vwin体育官网APP半的年终奖。”


　　春节红包不止讲究金额


　　“大龄未婚有工作要给晚辈压岁钱吗？”“过年亲戚给我家小孩500元，他家有两个小孩，我应该给每个小孩多少钱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红包给多少、发给谁、什么时候给，“这也是一门学问”。


　　“发红包还免不了拉拉扯扯的，收下的总要想办法还回去。压岁钱原本承载的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但如今金额逐年上涨，过高的支出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头疼，更别提老家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文宾向记者谈及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困扰。


　　对他而言，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和外迁，使得过年期间的红包往来也变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同辈人和我一样，一年到头都在外工作，可能就是春节的时候见一次，但是又有亲戚关系在，不得不给。”文宾还提到，有部分长辈跟着子女去县城住，有时候不方便去拜年，还得用手机发红包。


　　“刚工作要发压岁钱吗？”回到老家福建的李露并不这么认为，在她刚参加工作时，甚至还需要预支工资和借钱包红包。“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架不住爸妈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参加工作后的成人仪式，过年必须给侄子侄女包红包，还交代我每个至少300元。”她更希望按照实际的交往程度来决定是否给红包，“压岁钱是祝福，是心意，不是比多少。”


　　“在广东，红包被称为‘利是’，意在表达祝福、祈求平安，金额一般是5元、10元。”家住广东广州的丽丽告诉记者，作为传统年俗，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年味儿的体现。“我们发的数量很多，遇见朋友亲戚同事的小孩都会给一个，讨个彩头。”


　　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面对春节红包的压力，不少人开始选择一些新方式、新做法，既表达对亲人的祝福，又能避免金额上的攀比。


　　“这是一套龙年的文创纪念币，装进红包里，过年去家家户户拜年也显得特别有节日氛围，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也是德赢vwin体育官网APP希望能借此尝试一些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替代红包。”老家在天津的晓倩在今年提前购置了不少带有春节和龙年元素的小礼物。在她看来，过年回家发压岁钱是件开心事，有钱出钱，没钱出份心意，“希望大家都能量力而行，互相理解。”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春节礼物在今年销量高涨，文具礼盒、小金牌、具有祝福意味的文创礼品等格外受欢迎。例如，一套来自故宫文创的笔记本礼盒，截至2月中旬，销量在4万单以上，不少人在商品评价中表示春节期间拿来赠礼既好看又实用，还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城市网络部新媒体室副主任杨颍在其调查文章中指出，压岁钱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一直以来都承载着祝福和吉祥的寓意。不过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压岁钱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新形式的涌现，不仅丰富了压岁钱这一传统风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既实现了春节文化和现代经济和谐共生，也体现了年轻一代家长对文化的关注和创新思维的崛起，是压岁钱回归本意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全国多地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安徽省阜阳市文明办近日在回复网友反映的问题时表示，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借鉴推广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节约，坚决反对攀比和浪费。


　　本报记者 周子元
 【编辑: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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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工人日报》记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部分年轻务工者步入人生新阶段，给出的春节红包金额确有上涨，但也有人在尝试新式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给爸妈和其他长辈的红包，加上提前准备的年货礼物、给父母买的新衣服，大概花了我近一个月的工资。”2月25日，元宵节刚过，留在北京值守岗位的范泽算了一下自己今年春节的“红包消费”，直言压力不小。


　　今年春节期间，“压岁钱赶超月工资”一度成为社交网络讨论的热点话题。有市民在网上留言表示，近年给出的压岁钱从10元、20元到500元、600元一路看涨。《工人日报》记者在回乡调查过程中了解到，近年来金额不断上涨的春节红包的确给外出打拼的年轻人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尤其在看重人情关系的乡村社会，不少人为此伤透脑筋。对此，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一些年轻人尝试新的春节送礼方式，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多因素下的红包压力


　　“今年没回河南老家过年，爸妈在家肯定有些孤单，所以我想在红包上弥补一下。”今年28岁的范泽一个人在北京打拼，这是他第一次在异乡过年。由于没能回家，他选择给家里多买点年货，给亲戚朋友发红包送祝福。节后一计算，没想到花掉近6000元，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


　　在范泽的印象中，收红包是儿时过年最期盼的时刻。“无论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还是晚辈给长辈的孝敬，过年发红包是我们传统习俗中的一部分，寓意着祝福和好运，所以我们家一直坚持这个传统。”范泽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压岁钱的金额也在慢慢增加，自己今年给出的从200元到2000元不等，比小时候的平均金额要高。


　　此外，对不少在外打拼的年轻人而言，人生阶段的不同，也带来了红包支出的变化。“我去年10月结婚，这是我们建立小家以来过的第一个春节，所以今年两方的亲戚都会给大额的红包，我们也要给两边的小孩们准备一些心意。”定居浙江杭州的馨娜向记者展示了今年春节收到的厚厚一沓红包。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部分农村地区，新婚夫妇的第一个春节会收到来自双方亲友的红包，此后春节则不会再收到，而是要给双方家族中的晚辈准备压岁钱。对此，馨娜表示老家的风俗也是如此，这些新年红包被认为是给小家建立后的资金支持。


　　“这几年都有二胎三胎了，金额直接翻倍。”老家河南的文宾已经在外工作7年，尽管单个红包的金额没有逐年上涨，侄子侄女的出生也需要他准备更多的红包，“直接包出去一德赢vwin体育官网APP半的年终奖。”


　　春节红包不止讲究金额


　　“大龄未婚有工作要给晚辈压岁钱吗？”“过年亲戚给我家小孩500元，他家有两个小孩，我应该给每个小孩多少钱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红包给多少、发给谁、什么时候给，“这也是一门学问”。


　　“发红包还免不了拉拉扯扯的，收下的总要想办法还回去。压岁钱原本承载的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但如今金额逐年上涨，过高的支出让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头疼，更别提老家一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人。”文宾向记者谈及自己面临的压力和困扰。


　　对他而言，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动和外迁，使得过年期间的红包往来也变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同辈人和我一样，一年到头都在外工作，可能就是春节的时候见一次，但是又有亲戚关系在，不得不给。”文宾还提到，有部分长辈跟着子女去县城住，有时候不方便去拜年，还得用手机发红包。


　　“刚工作要发压岁钱吗？”回到老家福建的李露并不这么认为，在她刚参加工作时，甚至还需要预支工资和借钱包红包。“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架不住爸妈的要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参加工作后的成人仪式，过年必须给侄子侄女包红包，还交代我每个至少300元。”她更希望按照实际的交往程度来决定是否给红包，“压岁钱是祝福，是心意，不是比多少。”


　　“在广东，红包被称为‘利是’，意在表达祝福、祈求平安，金额一般是5元、10元。”家住广东广州的丽丽告诉记者，作为传统年俗，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年味儿的体现。“我们发的数量很多，遇见朋友亲戚同事的小孩都会给一个，讨个彩头。”


　　让春节红包回归“本意”


　　面对春节红包的压力，不少人开始选择一些新方式、新做法，既表达对亲人的祝福，又能避免金额上的攀比。


　　“这是一套龙年的文创纪念币，装进红包里，过年去家家户户拜年也显得特别有节日氛围，孩子们也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也是德赢vwin体育官网APP希望能借此尝试一些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替代红包。”老家在天津的晓倩在今年提前购置了不少带有春节和龙年元素的小礼物。在她看来，过年回家发压岁钱是件开心事，有钱出钱，没钱出份心意，“希望大家都能量力而行，互相理解。”


　　在电商平台上，不少春节礼物在今年销量高涨，文具礼盒、小金牌、具有祝福意味的文创礼品等格外受欢迎。例如，一套来自故宫文创的笔记本礼盒，截至2月中旬，销量在4万单以上，不少人在商品评价中表示春节期间拿来赠礼既好看又实用，还有浓浓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城市网络部新媒体室副主任杨颍在其调查文章中指出，压岁钱作为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一直以来都承载着祝福和吉祥的寓意。不过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压岁钱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新形式的涌现，不仅丰富了压岁钱这一传统风俗的文化内涵，也体现了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既实现了春节文化和现代经济和谐共生，也体现了年轻一代家长对文化的关注和创新思维的崛起，是压岁钱回归本意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全国多地也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安徽省阜阳市文明办近日在回复网友反映的问题时表示，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借鉴推广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节约，坚决反对攀比和浪费。


　　本报记者 周子元
 【编辑:张燕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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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希望通过暂不进行现金分红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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