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月工资加上年终奖，动辄过千元，甚
至上万元，这样的过年开销让大部分人直呼吃
不消，可是又无可奈何，“有办法吗？大家都是
这样过年的。”

有网友提出，大家转变观念，降低成本
的同时也可将亲情、友情维护好。网友“一
寸光阴”说：“不管是给长辈还是晚辈的红

包，不管是给亲戚朋友还是生意伙伴的礼
包，图个吉祥，不能成为负担，更不能攀
比。”

“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一些小礼物，既体现
了用心，也显示了诚意，这样的礼物可能比一
个红包更能传达祝福，尤其是对于亲人，更有
价值和意义。”还有网友这样建议。

过年，图的是喜庆有年味儿
张先生在郑州开了一个公司，事业也算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这个年他

倒是非常期待，“每年过年我都回老家商丘，那里还是有过年的气氛，在郑州
真的没年味儿。” 晚报记者 辛晓青 实习生 刘欢/文 马健/图

【感言】
对于年，他也经历过蚁族的艰辛和白领的累，现在他

感觉心态不错，“其实花多少钱都是自己能控制的，你想
花多少得看自己有多少，不要过分就行，毕竟花钱都是给
亲人的，怎么花也不亏，少挣少花，多挣多花，家人也不会
怪你。”

而作为过年开销最大的一部分“公司关系维护”，张
先生表示还算能够接受，“说实在的，我们公司在这方面
开销不算大，因为公司的社会关系相对简单，而且有很多
是自产的，所以开销成本会缩小，在社会关系维护方面大
概花不到3万元，我在这个方面不算有压力。”他表示，身
边很多公司在这方面的开销比他大得多。

据某调查机构调查，超过五成受访者认为过年成本太高，有二成人将留在工作地过年，
等春节之后再寻找机会回家看望亲人。

网友“呼啦啦一片”告诉记者，每到年跟前就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不敢想啊，给长辈给
晚辈，还有亲戚朋友，还有同学结婚生孩儿的，‘银子’不够花，账越算越胆怯啊。”也有网友呼
吁，要转变思路，莫要一味“拼钱”，一个自制礼物可能比一个红包更能传达祝福。

过年，传递的更多是祝福

害怕过年的人多是都市里的“月光族”。
张蓓就是个典型的代表，“每个月花干净，要过
年了就慌了，好在家人都体谅，不过不能年年
这样啊，虽然亲情可贵，可是为了亲情耗费的
成本也很高，我就想把亲情的维护放在平时，
不要都留在春节。”

有很多人认为往来的车难坐是最大的成
本。张先生告诉记者，“我最担心的是挤火车，
想想那场景，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还要抱着

孩子，真是苦不堪言，坐飞机又太贵了。”就算
是痛苦，张先生也被身边很多人羡慕，因为他
们连返乡车票都还没买到。

有的人因为经济压力大，有的因为春运里
车票一票难求，有人怕旅途劳顿，有人不知道回
家带什么礼物，有的人没有带回对象害怕父母
失望，在这样那样的压力下，不少都市里的游子
放弃了在春节回家。调查显示，有二成人将留
在工作地过年，等春节之后再回家看望亲人。

就算是舟车劳顿也要回家

网友呼吁莫要一味“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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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
路费：100元。（长途车往返）
给父母：2000 元。（给父母

1500元，给奶奶500元。）
压岁钱：300元。（3个孩子各

100元。）
礼物：300 元。（主要是给孩

子买礼物，一个人按 100 元预
算。）

聚餐：200元。
公司关系维护：3万元。
总计：3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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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越来越浓了，而买年货是过年的一大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