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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数目不断攀升压岁钱数目不断攀升 由一由一
二十元涨至五六百元二十元涨至五六百元

日前，安徽阜阳市民网上留
言称，每年过年亲戚朋友带孩子
来拜年串门，给孩子压岁钱红包
是必须的。可是最近几年，给孩
子的红包因互相攀比心理，由之
前 10 元、20 元，涨到最低 200 元，
甚至500元、600元。对于只靠几
亩地收入的50 岁以上的农村人，
给孩子压岁钱已成为新年喜庆日
子的烦恼。畸形的攀比现象，造
成压岁钱和老年人收入的不均
衡，既给老年人增加很大经济压
力和烦恼，又直接影响孩子们的
价值观。

安徽阜阳市民梁丽深有同
感：自己父母生活在农村，年关将
至，他们和不少老年人一样会因
为压岁钱感到压力。梁丽说：“我
爸爸今年70 多岁，到过年的时候
除了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孩子去给
他拜年，还有他外甥外甥女、侄子
侄女也会带着孩子去。现在基本
上一家都是两三个孩子，一个孩
子至少得100块钱的压岁钱，一二
十个小孩那就得一两千块钱，如
果没有工资的话，确实是很大的
压力。”

60岁的张宗海在安徽一家单
位做保安，每月工资2300元，每年
发压岁钱，确实让他头疼。张宗
海说：“原先俺小时候都是几毛
钱，现在都要一两百了，算下来得
一两千，已是一个月工资了。现
在红包一年比一年高，都在攀比，
人家都拿那么多，轮到你拿少了，
不好看。”

无独有偶。网红考研名师张
雪峰日前曾建议员工“过年不要
再给孩子送红包了”，一度引发网
民热议。

◣◣攀比增加压力和烦恼攀比增加压力和烦恼 违背违背
了压岁钱的本意了压岁钱的本意

安徽网民建议，政府应提倡
过年发红包向广东地区学习。虽
然广东生活富裕，经济条件更好，
但过年红包普遍在5元、10元、20
元，红包图个吉利，不在乎金额。
除了父母的红包，广东地区一般
亲戚给孩子红包10 元最普遍，当
地长久以来的红包习俗和规矩值
得学习，更需要政府提倡和引导。

对于网友的问题，安徽省阜
阳市文明办回复表示，作为春节
期间的重要民俗之一，长辈给晚
辈压岁钱不仅是一种“年味儿”，
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承载了长辈
对晚辈的祝福与期许。压岁钱过
高不但增加农村家庭经济负担，

而且会引发攀比浪费之风。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慧丽指出，
农村畸形的攀比现象，造成压岁
钱和老年人的收入不均衡，给老
年人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
恼，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
压岁钱的寓意是好的，表示对小
孩的祝福，这是压岁钱的本意。
长辈爱孩子，给点钱本来没问题，
但后来越给越多，这就违背了压
岁钱的本意，所以得重视、治理。

此前，一幅“全国压岁钱地
图”引发热议。“地图”上，东部沿
海地区的压岁钱普遍要高一些，
如浙江 3100 元，上海 1600 元，江
苏 1000 元，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
低，如陕西 400 元，贵州 300 元。
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福建与广东两
地，其中福建莆田的压岁钱高达
12000元，而广东省的数字竟只有
50 元。老广东人“派利是”，至今
坚守：只讲“意头”，不比金钱。多
少随意，心到即可。

◣◣各地多方式予以引导各地多方式予以引导 让压让压
岁钱回归到本意岁钱回归到本意

事实上，近年来全国多地正
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
岁钱。

早在 2021 年，江苏苏州相城
区黄桥街道胡湾村召集协商议事
会成员，围绕“完善村规民约，树
立文明新风”开会，主要讨论“‘压
岁钱’不变味，不惯孩子”。江苏
淮安市淮安区政府网站公布的

《河下街道2023年村规民约（居民
公约）》中，螺蛳街村规民约、镇海
村村规民约也规定：“压岁钱”不
变味，不惯孩子。

2018年2月，云南省纪委监委
印发《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的通知》，要求切实减轻农
村群众人情和经济负担，参加农
村婚事丧事宴请，赠送礼金或礼
品价值不超过100元。同时，防止
和纠正以给压岁钱的方式变相送
礼，除近亲属外不赠送压岁钱。

阜阳市文明办表示，将加强
与民政、妇联等单位协作，加强宣
传教育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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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农村群众树立勤俭持
家的家风家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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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慧丽认为：“这是很好的外
力，但更需要的是能不能倡导好
的家风、家教、家文化。我比较强
调内生型的，有良好的家风，家长
们自然就知道给压岁钱的度。”

尽管身边有攀比之风，但有
一些人坚守自己的原则。黄先生
表示，每到过年，他只给自己孙子
孙女压岁钱，其他亲属的孩子过
了三岁一律不给。

◣◣压岁钱攀比成风压岁钱攀比成风 是祝福还是祝福还
是应付是应付？？

每年过年，大人给小孩发红
包是个传统习俗。可最近几年，
红包大小由之前的几十元，涨到
最低200元乃至更高，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攀比心理：别人都给了红
包，自己碍于情面也得给；自家孩
子收到高额红包，给别人的也得
只多不少。这究竟是祝福还是应
付，自不待言。

压岁钱又叫“压祟钱”，本象
征着“驱邪”和“保平安”。古时，
人们认为名为“祟”的妖怪会在除
夕夜出没，为保护孩子免受其侵
扰，长辈们便用红纸包住铜钱放
在孩子枕边，以此来驱“祟”。

不可否认，压岁钱金额的上
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生活水
平的提高，但盲目攀比属实没有
必要。对于经济条件好的成年
人，支出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压岁
钱不是难事儿，但对一些农村老
人来说，几百元的付出就足以构
成经济负担，背上“人情债”，“压”
垮了老人。

如果认为压岁钱的金额大小
代表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这样的
想法大错特错。金钱并非衡量感
情的标准，而以“打肿脸充胖子”
的形式给出去的压岁钱，难免背
离了压岁钱的原始意义。

况且，由于压岁钱数额过大，
孩子们自由支配的权利被家长剥
夺。压岁钱的往来渐渐演变成了
大人之间的社交礼仪，局限于人
情中斤斤计较。长此以往，不免
对孩子们的价值观造成影响，使
其产生攀比心理的同时，造成物
质至上的扭曲观念。

事实上，有些时候有些人把
红包当成疏通人脉的“润滑剂”、
升官发财的“敲门砖”。红包得减
重，礼尚往来得“减负”。

公众不妨理性看待红包的大
小、压岁钱的多少，走出压岁钱越
给越多的循环。毕竟，年味儿是
否浓厚的标准并不在于压岁钱的
多少，如果对这种图个喜乐吉利
的表达方式都要进行攀比，那反
而显得没意思了。春节临近，少
点计较，在压岁钱上给老人也减
减负，方能保持压岁钱的本意，进
而营造出文明、节俭且祥和的新
年氛围。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家用射频美容仪价格“大跳水”#等话题在社交媒体引发
热议。记者在网络平台搜索数款品牌美容仪，曾经原价近2000元的
两轮滚轮美容仪，使用消费券后只需611元，相当于打了3折。在淘宝
个人店铺，同款美容仪价格已跌破100元。

业内专家认为，降价的主要原因是，从今年4月1日起，未取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的射频治疗仪、射频皮肤治疗仪类产品不得生产、进口
和销售，使得部分商家提前抛售存货。

美容仪以“骨折价”销售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家用射频美容仪包含基础清洁款、提拉紧致款、
抗衰款等，主要解决爱美人士的抗老等皮肤诉求。曾花4699元购买了某
品牌抗初老美容仪的南京市民张女士表示，“比起医美院线产品，家用射
频美容仪产品体验感相对温和，上脸使用后提拉紧致的效果很明显，但是
因为美容仪按键操作繁琐，还要配合凝胶使用，用了一两次就闲置了。”

“现在想想，还不如在二手平台淘一款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张女
士说。然而，近段时间，不少消费者发现，不止二手平台，就连一手销
售商家也开始降价销售家用美容仪，售价从数千元降至几百元。不少
人惊呼：“当年花了冤枉钱！”

在某电商平台上，记者随机点开一家月销量超8万台的店铺，发
现原价3699元的一款深层射频美容仪产品，在叠加商品券和官方补
贴后，现在只需1649元就能买到，相当于打了4.5折。

部分商家还在商品页面直接打出“骨折价美容仪”的标签，商家表
示“官方旗舰店在售的3000多元的智能抗老射频美容仪，现在只需
465元就能买到，还能赠送配套使用的光感凝胶”。记者以消费者身
份询问美容仪价格为何如此便宜时，商家表示正值年货节，所以在清
库存，数量不多，先买先得。

降价或与新规出台有关

美容仪降价销售，引发不少消费者关注，部分网友还在社交平台
上整理发布“跳水射频美容仪攻略”，其中分享了玛丽仙、觅光、花至等
多款价格不到千元的美容仪产品。

为什么美容仪降价如此厉害？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
喜表示，这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一
些商家可能为了抢占市场份额而采取降价策略。其次，消费者对于美
容仪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这可能会导致市场上出现更多的竞类产品，
从而使得价格下降。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药监局对射频美容产品实施新的监管规定，
从今年4月1日起，射频治疗仪、射频皮肤治疗仪类产品未依法取得医
疗器械注册证不得生产、进口和销售。”一家销售美容仪产品的商家表
示，随着新规生效时间临近，不少商家纷纷选择低价抛售存货。

记者查询到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于2023年4月12
日发布的《射频美容设备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其中提到射频美容设备
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部分内容的公告的要
求，按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这就意味着，家用美容仪要按照第三类
医疗器械开展人体临床试验，进一步提升了进入门槛，而第三类医疗
器械申报周期长、花费高，也让不少美容仪品牌选择转换赛道。”一位
医美业内人士表示。

现阶段，大量的家用射频美容仪产品都是按照小家电的市场标准在
进行管理。“随着行业规范的出台，会对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能
避免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商家进入市场，从而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新规的出
台将推动行业的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提高整个行业的水平。”柏文喜说。

不宜盲目购买美容仪

美容仪价格下降，爱美人士有没有必要跟风捡漏？美容仪究竟有
没有用？如何选购一款适合自己的美容仪？据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陈瑶介绍，家用美容仪主要是通过射频能量
的发射，让人体局部组织温度升高，能够达到胶原蛋白收缩的效果。
但温度过高、操作不当容易将皮肤烫伤，所以家用仪器在效果上作出
了一定让步。

“如果在抗衰老、提升皮肤美观度等方面有更高追求，在经济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到医院或正规医美机构，经评估后，使用能量
和安全性更高的射频设备，做有更好效果的医美项目。”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皮肤性病科医生杜丹说。

杜丹说，家用射频美容仪并不适合所有人，不宜盲目跟风购买，比如
本身就是敏感类皮肤或患有皮肤病，就不要用美容仪。 本报综合消息

攀比成风 压岁钱压力到底有多大
春节渐至，有的长辈却多了一些烦恼。有网民近期反映当地“过年给孩子红包攀比严

重，涨到最低200元，给农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压岁钱可能还没发

挥给孩子“压岁”的作用，就先要“压”垮老年人了。

“压岁钱压力”引起网友热议：有人说为了躲避过高的压岁钱，过年不敢回去；有人说，

压岁钱已被赋予更多的成人交往意义，失去了本意；有人呼吁向广东人学习，五块十块地

发红包，心意到了即可。

压岁钱·传说版
压岁钱由来有说为“压祟钱”。传说一种

名为“祟”的小妖会在年三十夜间作祟害小
孩，将铜钱用红纸包裹并置于孩子的枕头下
驱逐“祟”，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
度过一年。

压岁钱·清瘦版
现存文献记载的压岁钱最早出现于汉

代，避邪图吉祥。唐朝流行的春日散钱风俗
演变成给小孩压岁钱。宋元后，正月初一取
代立春日称为春节，明清时期，压岁钱多是用

红绳串着给孩子。20世纪50年代，压岁钱五
分、一毛地给，晚辈磕头后才拿得到。20世纪
60年代，不少家庭经济状况差，流行用糖替代

“压岁钱”。
压岁钱·厚重版
20 世纪末，经济好转，城市里的人给

孩子的钱往往上百元，开始包成“红包”
发赠。到 21 世纪，压岁钱的寓意渐渐走
样，畸形攀比风越来越严重，不少大人拼
面子发压岁钱，孩子则比谁拿到的压岁钱
多。

美容仪价格跳水美容仪价格跳水 要不要捡个漏要不要捡个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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