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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
企业员工
消费账单：约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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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养娃费钱，没想到这么费钱。2019年我的收入，几乎都用在了养娃上。”1
月7日，市民王婉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今年34岁的王婉有一个8岁的女儿小冰，在市城区某小学读二年级。读公办
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开支不高，但花在小冰身上的其它费用却不可小觑。王婉粗略
地算了一下账：不算平日的基本开销，仅仅是托管、学特长、外出旅游几项，2019年
的支出就足以让她吃惊不小。两个学期的托管费8000多元，2019年1月交了两项
费用：学英语，1.3万/年；乒乓球训练，9000元/年。小冰从5岁开始练钢琴，每年学
琴需1.5万元。暑假期间又交了学书法的费用3000元。8月还报了一个游泳速成
班，10天花了1980元。秋季开学后，为了让性格内向的小冰有更多锻炼的机会，王
婉又为她报了小主持人班，一年学费4500元。

去年暑假，一家三口前往北京、天津游玩了一周，花了8000多元。国庆长假
时，王婉带着小冰去杭州旅游，又花了近4000元。“不算账不知道，加上孩子的保险
费和平日开销，去年就花了7万多元，我哪来这么多钱啊？”王婉调侃道。

王婉来自澧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大学毕业后在常德市城区成家立业，目前
在一家上市企业从事财务管理工作，年收入约 6 万元。或许是受自身成长经历
影响，王婉对女儿的教育格外重视，很舍得投入。尽管家里长辈对小冰学特长
太多颇有微词，但好在孩子懂事，很爱学习，各方面发展不错，让王婉觉得钱花
得值。她告诉记者，女儿小冰的花费在她的同学中尚属正常，为培养孩子一年
花费10万元的也较多。

记者了解到，王婉爱人是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年收入20多万元。尽管家境较
为宽裕，但她却觉得夫妻二人的消费不能大手大脚，有时甚至感到日子仍过得紧巴
巴。这两年身边不少同龄人生了二胎，她却下不了决心：“主要是担心负担不起，不
能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有人说这年头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台碎钞机，真
是太形象了！”

王婉
企业财务人员
消费账单：7万多元

李明
事业单位职工
消费账单：35511.48元

1月11日，曾丽和“夕阳红旅行队”的10多名老伙伴，
在市城区周边一家农庄吃了顿团年饭。“这是春节前最后一
次聚会。2019年，大家集体旅游3次，聚会10次，人均消费
5000元左右。”曾丽介绍说。

曾丽今年61岁，原是常德一家集体企业的员工，2001
年因企业买断下岗。“虽然下岗后各奔东西，但我们同一批
参加工作的13名老同事、老朋友一直定期聚会。”

2015年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好兴致地提起：大家都到
了退休年龄，空闲时间多，不如组织点旅游活动，一起出去
看看。“夕阳红旅行队”就此诞生，曾丽被推选为队长。

“每年外出旅游1次、周边游2次，地点由大家投票决
定。”曾丽说，这些年，大家先后去了北海、海南、成都、西安
等地；周边游则选在本地的桃花源、城头山，或是临近的益
阳、岳阳、湘潭等地。“大部分时候是跟团游，远一点的行程

团费3000多元，周边游从99元到599元不等，还有丝巾、套
碗等小礼品赠送，方便又实惠。”

2019年，“夕阳红旅行队”体验了一次自由行，旅行地
是西安。“我要儿子提前给我们订了特价机票和酒店，还做
了份自由行攻略，挑当地人常去的餐馆吃饭、去驴友推荐的
景区玩。为了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和风俗，我们还乘坐公交
车四处转了一圈。别看我们是‘夕阳红旅行队’，玩起来还
是比较年轻的。”曾丽好心情地说。

这趟西安行，大家人均消费3500元；炭河、桃花源两次
跟团周边游，人均消费不到600元；聚会也是AA制，每次每
人100元左右。“去哪儿玩其实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起
去玩的人。大家都是认识三四十年的老朋友，就想找机会
多聚聚。”曾丽感慨道，有了朋友的陪伴，退休生活也没那么
无聊了。

“每天都会逛逛淘宝网，已经习惯经常被快递‘打扰’的
生活了。”31笔！这是常德网友“最近很烦”2019年12月份的
淘宝购买记录，这31笔交易花费了7136.34元。

从2015年第一次接触网购花费384元开始，“最近很烦”
的网购消费就直线上升，如今他的生活和工作都已经离不
开网购。最近，他通过支付宝查到2019年的网购消费记录，
竟然达到101454.40元，着实让他吓一跳。

“最开始网购是听朋友说网上东西便宜，网购之后才知
道自己这么能花钱。”“最近很烦”告诉记者，网购以前经常
去实体店买衣服，现在先到实体店记下型号，然后网购，过
不了几天，衣服就送到家中，价格便宜又方便。

从2015年第一次接触网购，“最近很烦”的网购金额在
逐年上升，2016年网购金额为55856元，2017年为81112元，

再到2018年的101246元，网购的商品内容也由刚开始的生
活用品转变为所有需求。如今，网购可以足不出户、快捷支
付、送货上门、尽享优惠，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大部分人网购的初衷是为了省钱，
但网购逐渐普及成为生活中花销最大的方式，好像忽略了
网购的初衷。在“打折”“满减”等商家促销广告的轮番轰炸
中，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冲动。

“以前就是把每个月工资花完，现在开通花呗后，每个
月发工资后第一件事就是还花呗。”“最近很烦”在一家事业
单位上班，年收入有近10万元。这两年，他时常在反思自己
的网购花费，也善意地提醒大家，购买欲还是克制一下比较
好，不要盲目去网购，要理性消费，下单前最好思考周详，量
入为出，做健康的消费者。

陈瑶
设计工作者
消费账单：约3万元

曾丽
退休人员
消费账单：5000元

刚刚过去的2019年，你花了多少钱？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消费习惯。本

期，我们推出《2019，我的消费账单》，讲述不同家庭、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市民

的消费故事。

我的消费账单

甜蜜的烦恼
□本报记者 杨力菲

恋爱本是件甜蜜的事，但最近王楠又开始
犯愁了。
“马上要过年了，给女友的礼物还没选好呢！”

王楠告诉记者，2019年他谈了一个女友，两人性格相
投，生活十分甜蜜。但恋爱快一年了，大大小小二十几

个节日、纪念日，为女友买礼物、制造惊喜成了一件让王
楠头疼的事。

第一次送礼物是3月7日“女神节”。“当时才认识12天，
还不是男女朋友。”王楠记得，那天下班，他陪女友散步回家，告

别时，王楠像往常一样送给女友一颗棒棒糖，随即递给上一个小
盒子，里面装有一套护肤品和一张卡片。卡片上写到，这是送你的

第十二支棒棒糖了，希望未来我们的日子能像嘴里的糖一样甜……
“‘女神节’之后紧接着是白色情人节、生日、儿童节、‘认识100天

纪念日’……”王楠说，要送礼物的日子太多了，而且礼物还不能相同。
儿童节时，王楠忘了送礼物。结果在朋友圈，他发现身边朋友都在晒自己

男友送的礼物。当晚，王楠马上去专柜买了一套护肤品，送给女友赔罪。
虽然女友并不在意，但王楠自己心里却不是滋味。

给女友送礼物，王楠有“三大原则”：一是用心，要留意生活中女友喜欢的
东西，用礼物来制造惊喜；二是要用情，礼物一定要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

体现对女友的情意；三是要用钱，虽然礼轻情意重，但一分钱一分货的“市场经
济”原则一定要坚持。

打开今年的淘宝账单，王楠发现，美瞳、睫毛膏、裙子、吊坠……这些女性的商
品占据了购物清单，自己的支出比2018年高出48.72%。除了礼物，日常开支也有
不少增长，王楠告诉记者，恋爱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可以说是成立家庭前的“实习期”。

2019年圣诞节，王楠女友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他一直想买，却舍不得买的球
鞋。渐渐地王楠发现，自己脖子上的围巾、手中的保温杯、脸上的眼镜……这都是女
友送的礼物。“爱是相互的，希望我们彼此都能一直享受这份甜蜜的烦恼。”王楠说。

收入大都用在养娃上
□本报记者 胡秋菊

最大支出是房贷
□本报记者 李萌

90后爱上养生
□本报记者 曾帧

“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霸王洗发水和保健
品。”生于 1991 年的陈瑶常用这句话戏称自己是“老阿
姨”。2019年，她花在养生上的费用约3万元。

两年前，陈瑶生完宝宝后，脱发越来越严重。从最初
的一两根到十几根，洗头、梳头的时候一薅一小撮，让陈瑶
惊恐不已。嗅到危机感的她开始走上了防脱之路。防脱
发气垫梳、防脱洗发水、育发液、防脱养发理疗……每次在
网上或超市里看到跟“防脱”“养发”等字样的护发产品，通通
都给安排上。“各种能促进头发生长的生发液、洗发水囤了两
年的货量，养发护理、头皮按摩仪统统都尝试了个遍。去年
花在头发上的钱近万元，光是防脱发理疗套餐就花了我1个
月的工资。”陈瑶说，防脱发是一条漫漫长路，她有很多朋友
生完小孩3年后才把发量养回来。身边脱发、发际线上移的
朋友越来越多，有时在朋友圈晒单时，经常有“秃头少女”们
过来点赞，甚至“求推荐”。

如此浮夸地调侃自己，可能是因为害怕。各种关于熬
夜的危害以及熬夜致猝死的新闻，也时常刺激着陈瑶的神
经，让她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

陈瑶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经常加班，生活起居的不规

律让她对自己的健康担
忧。这两年，她愈发注重养
生，开始购买各式各样的营养
保健品，尤其对进口保健品没有抵
抗力。在她的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
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瓶罐，有补血的、
有美白的、有护眼的、有补充维生素的
……早上一粒葡萄籽精华胶囊，中午3颗维
他命，下午一小瓶蜂王浆、两颗护眼的蓝莓咀
嚼片，晚上则是钙片、维生素C与胶原蛋白口服
液各一支，一天下来，各种保健品安排得满满的。

“仅保健养生这一项，一年的支出就近2万元。”陈瑶
说。

在陈瑶看来，养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管住嘴，迈
开腿。每周，她都会抽空去健身房锻炼。“去年周年庆
搞活动的时候，花了1400元办了张两年的年卡，物超所
值！”陈瑶表示，几年前，刚开始健身时还专门请了私教，
私教的费用是200元一节课。现在上手了，自然也不需要
花这么多冤枉钱了。

“最近很烦”
事业单位职工
消费账单：101454.40元 网购是最主要的消费方式

□本报记者 徐睿

旅游聚会丰富退休生活
□本报记者 姚懿容

1月9日，李明打开支付宝2019年账单，共1574元，其中吃
吃喝喝618元、休闲娱乐366元、居家生活237元……

一年没买几件新衣服，刚结清的一年电费也才 700 元左
右。作为一个大龄单身男青年，李明每个月开销真的不多。

主要还是房贷！
在李明的银行卡里，每个月10日，别人还花呗的同时，银行

就从他的银行卡扣2959.29元。一个月4000左右的工资，扣去
了四分之三。

2018年，已经在常德工作两年多的李明，每年光房租支出
就快1万元。每小时不断上涨的房价和与日俱增的催婚压
力，住在别人的房子生活不方便，小伙子急了，只好找家里支
援了点，咬牙自己走程序买了套二手房，开始了30年的还

贷生涯。
2019年国庆期间，3个高中同学结婚，电子请柬发到了李明

微信里，静静躺着。去吧，又不是很熟，若是不去，别人又邀请
了。最后，李明不得不东拼西凑，每人上了500元人情，然后靠
着花呗度日，在食堂吃了一个月，吃不完还打包回家。

李明家境不算太差，爸妈都有单位，退休后也有工资。但
是，李明从来也没找家里要过钱，逢年过节，还会在三人群里发
红包。

总的来说，李明工作还算体面，除了在电脑面前坐久点，体
力活还不算多。长期伏案，缺少运动，李明逐渐发福了，这对于
还没找到对象的年轻人，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找对象，肯定要好形象啊，要减肥啊。于是，李明在别人
怂恿下，在家里附近健身房办了张健身卡，开始一周还去两
次，渐渐地变成一个月两次，现在干脆就不去了，白白浪费了
1000 多块钱。按他的话来讲，“在健身房练，我还不如绕着柳

叶湖走走呢。”
虽然李明把每个月四分之三的工资都交给了银行，但是李

明还是有计划的。
前些年做生意时买了辆五菱宏光拖货，生意亏了，车就一

直还开着的。前阵子，同事拉着李明去了趟车展，李明一个人
在汉兰达上坐了很久。

“34万，首付18万，如果不买房，还真可以考虑一下，现
在也只能体验一下了。但是，以后还是要换辆好车。”李明
看完车展，和同事告别后，一个人默默开着五菱宏光回到
家里。

如今，李明也开始对每个月的开销记账，除开房贷，
尽量节省，把年终奖存起来，买几件反季的好衣服，把
自己收拾好点，然后去相亲，少让家里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