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遭遇“压岁钱通胀” 发钱的主儿称“压力山大”

他为淮阳扬了名

5 岁娃成了春晚亮点

据大河报消息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

八就是年……”今年春晚的大幕刚拉开，5 岁的邓

鸣贺手提大红灯笼、 唱着童谣第一个登台亮相

（如右图），抢在所有明星和主持人之前先与全国

观众见面。 零点敲钟时，又是邓鸣贺出现在“开门

纳福”的环节，随着“龙年大门”的徐徐拉开，第一

个向全国观众拜年。

邓鸣贺是淮阳县赵玲艺术学校幼儿班的一

名学生，随着春晚的播出，他也成了学校师生的

骄傲。1月 28日，记者采访该校负责人赵玲时，赵

玲非常高兴地告诉记者， 邓鸣贺的出场为学校，

为淮阳扬了名。

小鸣贺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2010 年 3 月，

他爷爷邓庆华慕名带孙子来到淮阳县赵玲艺术

学校幼儿班学习，这个长得可爱、学啥又特别快

的孩子很快成了老师的“得意门生”。 此后，他就

有机会参加大小演出、登台锻炼。 龙年央视春晚

的开场和零点报时，这两个备受瞩目的环节都由

邓鸣贺完成。 小家伙人小鬼大，在这个人人都争

着上的舞台上，邓鸣贺不仅两次登台，更是不急

不躁，表现非常老成。

记者大年初一上午联络小鸣贺时，他正和家

人坐在回家乡的火车上。 小鸣贺的爷爷告诉记

者，春晚的排练紧张又漫长，到了最后几天，连一

向活泼好动的小鸣贺也累得不行了。 春晚刚结

束，他就一头扎在枕头上睡起了觉，第二天早上

谁也喊不起来。

记者问小鸣贺上春晚的感觉， 他想了一会

儿，活泼地说：“挺开心的，淮阳是我第二个老家，

过完年，我还要去淮阳给老师拜年呢。 ”

28 日，记者再次联系上了小鸣贺，此时他已

回到淮阳的家里。 他说，回来后，他俨然成了小明

星，许多人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还有演出团队打

来电话，邀请他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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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童坠楼

幸遇防盗网

邻居抱被子

堆救生垫

据大河报消息 28 日

下午 2 时许， 郑州市南阳新

村一名独自在家玩耍的小男

孩从五楼窗台失足坠落，幸

运的是男孩恰好落在四楼的

防盗网上， 看着摇摇欲坠的

男孩， 邻居们抱来被子垫在

楼下当“救生垫”，最终男孩

被从五楼窗台成功救起。

接到报料后， 记者于当

日下午 2 时 30 分赶至南阳

新村社区，19 号楼东南角聚

集大量围观的市民， 坠楼的

男孩已被救起， 但围观市民

仍议论不已。

目击者江先生说， 那名

男孩全身赤裸， 双脚踩在四

楼的防盗网上沿， 手扶着墙

站着。“男孩太小，看样子并

不知道害怕， 楼下许多人朝

他喊不让他乱动， 一位女邻

居抱来几个被子垫在楼下当

‘救生垫’， 还有几位邻居翻

过围墙手拉手围在楼下以防

万一，其中一位还崴伤了脚，

男孩的阿姨闻讯赶来后将房

门打开， 男孩被众人从五楼

窗户救起。 ”江先生说。

据了解， 那男孩一家租

住在该小区， 他的父母在一

饭店打工。记者注意到，除出

事窗户外的其他绝大多数窗

户都安装有防盗网。随后，警

方在电话中向记者证实上述

细节，称男孩已被成功救起。

邓鸣贺

龙年春节七天长假结束， 新华网评出七条网络

热词，其中“压岁钱通胀”让不少人感触颇深，有网友

说，他们那儿压岁钱的“起步价”500 元，发钱的主儿

个个表示“压力山大”。

送压岁钱的压力大，收的人也不见得开心。网友

“lrtfp2007” 说， 过年一家三口收到了 5 万多元压岁

钱，“人情债迟早要还的啊”！

压岁钱“水涨船高”，一周花光年终奖

付先生是郑州毕业两年的年轻工薪族， 年前单

位发了 5000 元年终奖，加上老婆的年终奖，两人高

兴地拿着 7000元回老家过年。

头一次一下子领这么多钱， 他觉得应该先孝敬

父母，一给就得两份，一家 2000元，两家 4000元。

除了这个大头，原本计划 1000 元的压岁钱也超

支了，以往 50元、100元，如今都拿不出手了，眼见其

他亲戚一个红包最少都包 200 元， 付先生纠结后决

定，大点的孩子给 100 元，小的给 200 元，这样下来

共发出去 1500元。

再加上给亲戚送礼花费约 1000 元，其他吃喝花

费 1000元左右。“这次回家不到一周，年终奖清零不

说，又贴了几百元。 ”付先生说。

“80后”给长辈发“压岁钱”

“现在过年都是小的给老的发钱。 ”在郑州市一

家媒体工作的“80 后”吕先生说，今年春节是他工作

后的第一个春节，因为已经能挣钱了，长辈们便不再

给他发压岁钱了。

他第一次带着收入回家过年，不仅要给父母，还

要给舅舅、阿姨、干爸孝敬钱，“以前串亲戚买点礼品

就行，现在直接给钱，身边的朋友几乎都是这样”。

不过也有人挺开心， 因为花给老人的钱被孩子

赚回来了。 梁女士说，今年终于“不赚不赔”了，去年

春节还没孩子， 孝敬老人加上给小辈儿发钱共花出

去近两千元，今年全赚回来了。

“最可怜的要数那些结了婚却没孩子的。 ”梁女

士说， 结婚头一年吧， 因为新女婿上门各地都有风

俗，长辈们都要给钱，但往后再不生孩子，过年回家

一次赔一次。 （《河南商报》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