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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族晒春节账单称肉疼 口袋已清空信用卡刷爆

  

口袋已清空刷爆信用卡，工薪族“春劫”后很郁闷

这个龙年春节，你破产了吗？“过日子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年就是钱！钱！钱！
”春节长假一结束，不少年轻白领第一时间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春节账单”：眼
泪哗哗滴啊！

对一些月入几千的工薪族来说，回家过年成为不能承受之重，很多人表示，短短7
天花费近万，口袋“清空”，过完年立马沦为“年清一族”。“辛辛苦苦大半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更有甚者，一次春节过后，信用卡刷爆，不得不成了举债度日
的“卡奴”。“春节，春劫，一年一劫……”

算一算春节账单

很郁闷

年前大家纠结完年终奖后，钱到手还没焐热，就在春节里撒出去了。“我觉得算收
入不痛苦，算支出才痛苦，就像过年带孩子拜年，看见人家给咱孩子压岁钱，很爽
，给别人孩子压岁钱很痛苦一样！”网友“糊涂老师是我”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痛苦
的真谛。

“接下来一年每个月我都要还信用卡600多元，真是伤到了！”在昆明工作的韩先
生回老家南京过年，欠信用卡7000元。由于每月收入不到4000元，又是月光族，
他不得不申请分12期还款。“一不小心就成卡奴了！”韩先生感叹，给父母包了30
00元的红包，再打发其他长辈和亲戚家孩子，花去2000多元，来回机票3000元，
给家里换了台液晶电视4500元，算下来，总共花去15000元，足足是他4个月的收
入。他说：“出来工作几年，这是第一次回家过年。过次过年才知道什么是视金钱
如粪土。”

回家过年的网友们因春节账单“心痛不已”。有调查显示，超过三成的网友开销超
过5000元，二成的网友感到没有幸福感，近半网友认为压力来源于开销过大。有网
友晒出自己春节的账单，称没有万元难过节。

网友“金狻猊”说，不想理春节账单，越理越心痛。“平时辛辛苦苦赚的钱，过个
年花费掉三分之一！怕过年啊……”网友“寻爱的百小合”在花钱如流水后，现在
开始各种肉疼，眼巴巴等待发薪日。

想一想红包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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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肉疼

在过年的各项开销中，分送红包和回家路费是最让人肉痛的支出。

面对采访，在昆明工作了几年的湖北小伙超哥一再拒绝：不忍心晒，不忍心算！他
的春节账单过万：往返机票3000元，给父母红包5000元，给孩子们压岁钱1500元
，同学结婚、看老师1200元，给家里买东西大概1000元，其余乱七八糟的大概20
00元。

记者的一位朋友陪女友回南京过年，由于春节假期时间紧，火车票又难买，两人来
回飞机票就花去7000元，这是两人近一个月的工资。

而在上海工作的市民罗先生一家今年选择驾车回昆明过年，全程2500公里，行驶3
天。一路下来，油费和过路费等各项费用加起来有近3000元。一路风餐露宿，非常
辛苦。但罗先生还是很高兴，这要比乘飞机便宜很多。

虽然没有外省同事回家路费的硬支出，但家在红河的李先生从昆明开车回家过年，
过路费加上油费也就是几百元，可其他方面也没少花：各种压岁钱3000元左右，给
父母过年的钱又是3000元左右，还有回家买东西的也是3000元左右。“压岁钱以
前给几十元，现在物价上涨，已经给不出手了。”李先生说这次给每个娃娃包100
元，“我家各种亲戚朋友几十个娃娃！”

老家在东北的楚先生不回家过年的原因之一，也是考虑到路费，两口子再加上孩子
来回起码得花8000元，再加上其他开销，实在吃不消。去年民政部的一项调查中，
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其中由于春节消费高而不愿回家的
人占到了71%。

不过，对于一些平时漂游在外的游子来说，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止回家过年的脚步
，网友“梦游石”晒完春节账单后说：“现在是穷人一枚，但我花得开心！”

比一比省钱窍门

不可行

针对过年开销大，有人在网上晒出了一些省钱的小窍门。比如家近的最好找人“拼
车”，可以省下一半路费。回家能坐火车的，就不要坐飞机。不要去饭店吃年夜饭
，坚持在家里做。东家送礼提来的，送去西家，坚决不自己掏钱去买礼品。而红包
，意思一下就行，图的就是一个喜庆，不用多，包一个吉利的数字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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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窍门一时在网上引起热议，但年过完，不少人表示效果并不太理想。由于时
间和精力有限等原因，很多方法有些纸上谈兵的嫌疑，并不实用。比如“拼车”，
想找到合适的人很难，而春运期间火车票太难买，飞机票成了被“奢侈品”。

网友“猪猪珠珠”说：省钱只能从自己身上抠，省下的都是小头，而真正花钱的大
头很难省下来。就拿红包这事来说，你给别人家包少了，人家肯定要说某某家的孩
子小气，掉的是父母的价，那就床底下拜年伸不直腰了。

网友“言成”说：物价高，收入低，关键还是经济问题。什么时候东西不贵了，大
家收入都提高了，过年难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3 / 3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