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 着 大 家 生
活水平越来越高，
孩子们春节的压
岁 钱 也 水 涨 船
高。如何让孩子
们利用好这笔“巨
款”？看看这些家
长和同学都做了
什么样的打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媛）长辈给孩子压岁钱是过年
的传统习俗。这笔钱，孩子可以
自行保管支配吗？父母可以代管
吗？相关法律人士表示，小孩对
压岁钱的支配权需要视情况决
定。

近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大部
分孩子收到压岁钱，转手就交给
父母，但也有一些孩子坚持到底，
不愿“拱手相让”，家庭“压岁钱争
夺战”烽烟四起。

市民刘先生表示，孩子的压
岁钱实质上都是父母的人情债，

只是从别人手里过一过手而已，
父母应该有权支配。赵先生则认
为，“压岁钱”是一个美好的寓意，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正确使用压岁
钱。

湖南弘一（株洲）律师事务所
刘畅表示，依据《民法典》规定，8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
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
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
的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家

长可以帮忙保管压岁钱，但钱还
是属于孩子的。8 岁以上小孩子
可以保留压岁钱以及适当进行与
年龄相适应的消费，比如购买学
习用品、书籍、玩具等。

8 周岁是限制行为能力和无
行为能力的一个分界线。刘畅表
示，孩子的压岁钱就是纯获利行
为，孩子可以交给家长帮忙保管，
但也只是保管，家长不能替孩子
花。根据对《民法典》相关规定的
理解，在实际生活中，如果家长用
压岁钱给孩子交学费是可以的，
但花在自己身上是不可以的。

怎么处理压岁钱，成了不
少 宝 妈 宝 爸 过 年 头 疼 的 问
题。全部“收回保管”怕孩子
闹情绪，让孩子“自己管”又怕
乱花钱。

在笔者看来，如今让孩子早
点和钱“打交道”并不是坏事。
有权威机构曾发布《中国消费年
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报告》显
示，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总体信
贷产品的渗透率已达到86.6%，
反映了当前年轻人消费方式已
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借贷
产品早早渗入了青少年的生
活。特别是一些非法借贷产品，
如校园贷，青少年稍有不慎就容
易掉入深渊。

近年来，如“11 岁学生花
18 万元打赏主播”“四年级学
生花 2 万元充值游戏”这样的
社会新闻屡见报端。可见，金
钱在很多孩子眼里，几乎是没
有概念的。

因此，对于财富的认知，不
得不说，有很多年轻人是迷茫
的，甚至是错误的。那么让孩
子知道如何合理规划和使用财
富，不能再以“孩子还小”来搪
塞自己。 （戴凛）

家长罗先生说，天气转暖后，
他们打算组织一次家庭旅游，以
孩子想去的地方为目的地，经费
支出也相应地由孩子的压岁钱作
为主要部分。“这样孩子既拥有使
用压岁钱的主动性，又能收获到

消费的精神价值和充实感。”
家长何女士则表示，通过和

孩子沟通，决定拿出一部分压岁
钱用于孩子新学期兴趣班的支
出，给孩子自主选择、自主支配的
机会。

“孩子们的压岁钱有的用来做
公益，有的又送给了长辈。”家住荷
塘区的严先生有两个孩子，女儿在
八达小学读一年级、儿子上幼儿
园。他说，自己经常参加爱心活
动，还长期资助一名贫困生。为了
让孩子们体验爱心活动，他经常带
两个孩子一同参与。通过现场走
访，孩子们都希望能够帮助贫困学
生，于是引导他们将存下来的压岁
钱，购置一些文具和书籍，送给那

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他告诉记者，孩子的奶奶是株

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今
年春节前，在奶奶的带领下，两个
孩子又分别拿出100元压岁钱，认
捐了两户老人的爱心年夜饭。

严先生说，今年春节，孩子们
收到了数千元压岁钱。孩子们拿
出一部分存下来，用于今年参加爱
心活动，另一部分则装进红包送给
家中的老人。

献爱心、送长辈

相比严先生的两名孩子，五
年级的周雨涵有自己的很多想
法。他将自己的压岁钱使用计
划，做成思维导图，收入和使用计
划变得清晰明了。

“买一些自己需要的用品，再
把 多 余 的 存 起 来 ，以 备 不 时 之
需。”周雨涵说，今年春节共收到
压岁钱 3000 元，经过仔细思考，
计划课外书本支出200元、学习用
品 300 元、食品支出 300 元、游玩
支出 600 元、爱心捐款 500 元、生

活用品100元，存入银行1000元。
周雨涵表示，往年收到压岁钱

后，大部分也是自己保管。但是由于
缺少使用规划，钱花着花着就没了。
今年在爸爸妈妈的建议下，自己制作
了这样一个图纸，打算把它保存下
来，并作为接下来支出的具体依据。

对于孩子的压岁钱使用计
划，周雨涵的家人表示，规划总体
还算合理，完全支持这个计划。
希望孩子在日后的生活中，严格
执行，并保持记录账单的习惯。

买文具和生活用品

还可以这样支配

培养孩子“理财观”
须趁早

听听法律人士怎么说
8周岁是“支配权”分界线

3月份起，个人存取现金
超5万元需登记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张媛）3月份起，市民单笔存取现金超
过5万元，需要核实身份，登记资金的
来龙去脉。据了解，近日，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三部门联合印
发《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
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将于今年3月1日起
施行。

那么，《办法》对普通老百姓有何
影响？

居民正常存取不会受影响

《办法》提到，商业银行、农村合作
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
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
5 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 1 万美元以
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
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
者用途。

也就是说，从 3 月 1 日起，你在银
行存、取款超过5万元，银行都会进行
调查，审查这笔存款或者是取款的来
源是否正当合法。银行将分为三个步
骤办理：首先要核实身份信息，然后核
实资金来源，最后还要核实资金用途。

存取款5万元以上登记会不会比
较麻烦？对此，我市一家国有银行相
关负责人介绍，《办法》不会限制市民
存取款的额度，市民只要身份真实有
效，存取款属于正当合法的来源用途，
无论是 5 万元或者 50 万元都是可以
的。登记时，市民如实填写即可，无需
过度担忧。

据了解，市民的包括工资奖金、年
终奖、绩效等合法收入，以及合理理财
收益、自由职业收益或者是养老金、公
积金等，都属于合法来源，虽然会受到
银行审查，但即使超过 5 万也不会受
到影响。

遏制洗钱犯罪行为
推广数字人民币

“市民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银行对 5 万元以上的资金进行监管，
可以防止市民被诈骗，还可以有效遏
制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利于顺应
金融行业发展，提升我国洗钱和恐怖
融资风险防范能力。”业内人士表示。

该业内人士解释说，目前，国家正
在推广数字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转账是在两个银行账户中进行转
移，不涉及到现金的存取款，不包含在

《办法》内。这本身就是在我国的洗钱
的监测体系之中。

如今，手机支付、网络支付等非现
金支付方式应用非常广泛，人们在银
行办理存取现金业务量相对减少，进
一步拓宽数字人民币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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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爱心成新风尚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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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16岁的脑瘫女孩黄欣怡在家中离世。随
即，她的父母强忍悲痛，将女儿的眼角膜、遗体无偿捐
献。（详细报道见《株洲晚报》2月9日A04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连
日来的低温雨雪天气让不少
人采用烧炭的方式取暖。殊
不知，危险也在悄然逼近。2
月9日，记者从省直中医院神
经内一科获悉，近10天，该科
室已收治 17 名因烧炭取暖导
致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其中
重症患者有3例。

“没想到在房间内烤个
火，差点命都没了。”2 月 9 日
上午，在省直中医院神经内一
科病房，小朱直言后怕。

今年29岁的小朱来自炎陵
县，2月4日，他在走亲戚时喝了
点酒。回家后，他倒头就睡。由
于天气寒冷，他的房间内放了个
炭火盆，门窗紧闭。第二天一
早，家人发现小朱昏迷不醒。

由于病情严重，他被迅速
送往省直中医院抢救。

“经诊断，患者属于严重的
一氧化碳中毒。”神经内一科主
任张镇群介绍，随后，小朱被立
即送入高压氧舱进行治疗。

经过救治，目前，小朱的
各项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
体记者/杨如）2 月 7 日早上 6
点半，窗外地面薄薄的白雪
上，还没有一个脚印。22 岁
的护理员李程开启了新一天
的忙碌。他走进房间，为老人
翻身、穿衣服、换尿不湿，动作
娴熟而专业。据了解，株洲养
老行业涌现不少“00 后”，李
程是其中一名。

李程在大学里学的是老
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平日里，
李程要负责 3 名失能老人的
日常起居，他们的年龄都是
80 多岁。送饭喂饭、换洗衣
服、翻身叩背、协助排泄，活络

筋骨都是他的日常工作，其中
最辛苦的要算协助老人上厕
所。“因为有的老人无法感知
大小便，失禁是常有之事，需
要频繁更换尿不湿。”

每个月，李程要上半个月
白班，半个月晚班。“上晚班的
时候，基本上是夜里 12 点、3
点、5点要起来，逐一为老人翻
身、换尿不湿。”李程说，刚开始
夜里起床，闹钟怎么也闹不醒，
要靠师傅喊，现在已经养成了，
闹钟一响就醒，护理完毕又继
续睡觉的习惯。养老行业的前
辈向芬夸赞道：“李程这个小
伙子，很优秀，很专业。”

爱心网友看到黄欣怡一家人的故
事后，与记者联系时几乎都问同一件
事，“欣怡家在哪？我希望能帮帮她父
母。”一拨接一拨的爱心人士打电话询
问联系方式。

昨日上午，新京报的记者给本报
打来电话，“我们想去见见欣怡的父
母，看看欣怡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
和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的志愿者以
及曾美娟沟通后，新京报记者于昨日
下午来到欣怡家。

相比第一次的见面，记者再次见
到曾美娟时，她的脸色有些憔悴。曾
美娟说，丈夫回乡下办理女儿的销户

手续去了。这两天只有自己跟儿子在
家。或许是姐弟连心，2 岁的小儿子
平时脾气很好的，最近两晚尤为吵闹。

“欣怡在世的时候，每次看到纸尿
裤，小儿子总会用手指着欣怡房间，嘴
里碎碎念着‘姐姐’，可能他内心里总
觉得纸尿裤是姐姐的。”曾美娟说，小
儿子跟欣怡是有感情的，可能孩子看
到姐姐床上是空的，知道家里少了一
个人，所以才会吵闹。

不止是新京报，昨日下午，本报还收
到央视记者的电话。对方表示，看了报道
后很感动，很同情欣怡的遭遇，也很敬佩
她的父母。并希望与其家人取得联系。

本报报道引来多家媒体关注

《16岁脑瘫女孩去世 父母忍痛捐出眼角膜和遗体》后续

大爱父母善举引社会强烈反响
芦淞区相关部门帮欣怡母亲推荐工作

城事

A05

2022年02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沈勇跃
美编：郭金芳
校对：曹韵红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上午 9：00，在 www.zzfcpm.com
举行网络拍卖会，拍卖荷塘区新华西
路 32 号新华商务大厦 203（建筑面积
为457.18㎡）商业服务用房，起拍价为
298.224 万元，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报
名参加,公告之日起至 2 月 15 日 16 时
止为标的物展示、报名时间。报名地
址：株洲市荷塘区红旗中路东都大厦
914室，联系电话：13077086577（周）。

株洲市房地产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尊敬的山水豪庭二期3、5栋、三期6、7栋、四期8、9栋、五期
10、11 栋、六期 12 栋、七期 13、15 栋（以下简称：本栋）住宅及商
铺业主：

我司已具备办理不动产分户证的条件，为方便您办理不动产
分户证，我司特通知您于2022年2月15日前将以下资料提交至山
水豪庭营销中心（0731-22573888）：

1.湖南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完税证明；3.身份证明；4.授权委托书。

若您逾期提交上述资料，由此造成的办证延期责任及损失将
由您自行承担。

特此通知!
湖南鸿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2月10日

关于提交资料办理分户产权证的通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伍靖雯 通讯员/李向红）“感谢你
们及时帮忙，不然我的车就报废
了。”2月8日下午，出租车司机孙
先生在芦淞区彩虹桥建宁驿站的
留言簿上写道。原来，他的出租
车突然自燃，保洁员汤备战和好
心市民联手帮他灭火，避免了更
大的损失。

众人灭火

▲好心市民手持灭火器喷射。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日前，黄欣怡的故事被本报报道后，
产生了强烈社会反响，很多读者打来电话称赞这个大爱家庭的行为。央视、新
京报等媒体也致电记者，希望将欣怡一家的故事传播出去。同时，很多热心人
士要帮曾美娟找工作。

一时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涌
向这个大爱家庭，不少人想捐款，还有
人要给曾美娟介绍工作。

“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我很受感
动，我妻子看完后也哭了。我们都觉
得欣怡的父母很坚强。”市民王先生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时，显得很激动。

“听说黄波是做建筑工地水电维
修的，你们把他介绍到我们工地来，我
可以帮他们推荐工作。”昨日，市民李
先生致电本报记者说，希望给他提供
帮助。

本报报道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昨日，芦淞区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在看到报道后，立即与董家塅街道某小
学取得联系，为曾美娟牵线联系了一份
购买五险、月薪1700元的后勤工作。

得知许多人在关注他们时，曾美
娟很感动。她说，没想到社会爱心人
士、政府部门这么关注她家，她连声说
谢谢。

对于后续的找工作，曾美娟首先
是感谢芦淞区相关部门的联络。其
次，毕竟家中还有一个未上幼儿园的
两岁孩子，她会好好考虑大家介绍的
工作。

芦淞区相关部门为曾美娟找工作

“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
离第一次去黄欣怡家已过去两天，但
她父母那种“向死而生的大爱”仍历历
在目。

“舍不得是肯定的，但这样做，才觉
得孩子没有白来世上一遭。”曾美娟曾
这样告诉我，她和丈夫希望让孩子的生
命更有价值，让生命之源再延续。

有一种人的生命并不受时间拘束。
他们向死而生，把自己的遗体当做对世
界的最后馈赠。正因为有了他们的无
私，失去光明的孩童重新得以看清五彩

世界，走向死亡的生命得以重获新生。
我想，对生命真正的热爱，大概就

是在认清它的残酷之后依然温柔以待。
器官捐献是生命、希望和爱的延续，

它让死亡和重生，通过人性的善意，神奇
地连接在一起，如同一场生死契约。

2022 年是湖南开展人体器官捐献
工作的第 13 个年头，还有很多像黄欣
怡一样的人，就像一颗颗承载着“小我”
与“大我”、“小爱”与“大爱”的善的种
子，在器官捐献的领域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 （杨凌凌）

大爱，让生命永续记者手记

养老院里涌现新力量
“00后”用青春护夕阳

这家医院10天收治
17名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