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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和妻子每月工资只有
1800多元，年终奖4500元。妻子跟我同
一个公司、一个车间，三班倒岗位。为
了孩子在市里上学方便，我和妻子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一套 85 平方米
的住房，房价是每平方米 2300 元。自
从 贷 款 买 了 房 ，我 家 的 生 活 捉 襟 见
肘，只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先说穿。除了我们结婚添置了几
套服装之外，几乎再没有去过品牌专卖
店买过衣服。平时我和妻子穿的是单
位发的蓝色工作服，除非到了新年，妻
子才舍得拿点儿钱买套普通的服装见
见新。妻子也是铁了心，无怨无悔跟我
一起过苦日子。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
难受。

接着说吃。每天早晨，我先到小区
对面的超市去逛逛，看有没有特价的菜
和商品，随后到小区附近的菜市场看看

小贩的菜价。我家每周固定吃的菜：二
两瘦肉炒辣椒（一个星期两次），清炒小
白菜，豆腐打蛋汤。偶尔煨点筒子骨海
带汤，排骨几乎没买过。尽管如此，一
家人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再说节能。每天不开门，每个月的
水费、电费、电话费、煤气费、物业管理
费等都是雷打不动要交的。为了节约
电费水费，我和妻子更换了节能灯，更
换了功率小的彩电。特别是夏天，我和
妻子吃完晚餐就去逛超市避暑，尽量减
少空调电费；洗菜用的水不浪费，倒进
一个大塑料水桶里，用来洗拖把、冲厕
所。

最后说行。为了接送孩子上学，我
特意买了一辆26轻型自行车，美其名曰
环保节能，其实是买不起摩托车。平时
外出，一家人坐公交，要么步行。到了
过年过节，我们也是挤公交去看望双方
的父母，几乎没有打过出租车。

2013年，我从公司基层调到了党委
工作部从事宣传工作。这几年，尽管国
内金铜市场行情低迷，但是我和妻子的
工资每个月都有2000多元，年终奖也从
过去的 4000 多元提高到了 8000 多元。
平时写写稿，每年稿费也能赚个几千
元。

如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和妻子
终于还完了房贷。

人逢喜事精神爽。遇到“三八”妇
女节、结婚纪念日等重要日子，我就带
妻子去买品牌服装。平时我家一个
星期要买 22 元 1 斤的排骨煨汤 3 次。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我家还买了
一辆二手车，逢年过节，我们再也不
用挤公交车了。

黄国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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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李申酉时，他正蹲在成都一家小区大门口吃盒饭。
卖饭的大姐把做好的饭菜分装在大铁桶里，从家里运到新小
区售卖。来吃饭的，都是在里面搞装修的农民工。

“经济实惠，10元一份，饭管饱。”说着，李申酉又要了
一份米饭，狼吞虎咽吃起来。吃完饭，他抹了抹嘴，慢慢说
起5年来家里的变化。

李申酉是四川资阳人，世代种田为生。自从小儿子出生
后，仅靠种田难以养家糊口。“脑子里想的就是挣钱。”2011
年春节后，从没出过远门的李申酉，跟老乡一起来到了成
都。“因为成都离老家近，万一找不到活，就回去。找到活
了，回家看看也方便。”

初到大城市，李申酉两眼一抹黑。在家只会犁田耙地，
到这儿能干啥呀？在成都转了几天后，他跟老乡发现，房地
产市场火，装修市场也很旺。他就跟其他外乡人学，每天一
大早便蹲在新建小区门口揽活。他有的是力气，人也实诚，
一来二去，跟揽活的人都混熟了，其他人有了活，也带他一
起干。就这样，两三个月后，李申酉慢慢入了行。

“第一年做小工，帮别人打下手，挣了2万多元。”李申酉
说。第二年他开始学粉刷、贴砖，做起了学徒。半年工夫就
出师了。现在自己也可以带徒弟了。“只要人勤快，只要活赶
趟，每年挣四五万元很轻松。”

“去年花了近30万盖了新楼房，这算家里最大的支出。没
想到咱农民也住上别墅了。”李申酉言语中充满自豪。他爱
笑，说着说着就呵呵笑起来。

平常花销主要在两个儿子身上。“现在手头宽裕了，舍得
花钱了。暑假孩子们来成都，我让老婆带他们去电影院看了
好几场动画片。”在成都呆了几年，李申酉也深感时代在变
化，他自己也在追赶，“现在农村也通宽带了。等孩子们大
了，家里也接上，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不能再让他们像
我当年那样，像个‘土包子’。呵呵。”

本报记者 王明峰采写

“ 现 在 每 个 月 还 贷 6000 多
元。”张红梅周围那些正在背负巨
额房贷和尚未买房的“80 后”们
闻听此言，无不用充满羡慕的眼神
看着她。

张红梅安慰身边的这些“可
怜人”：“把我放到现在，估计买
房这个事连想都不敢想。”虽然
还没有真正扔掉套了 5 年的房奴
枷锁，但是每次跟朋友们谈论起
和房子有关的话题，张红梅显然
要轻松很多。

5年前，张红梅和丈夫相中了
南三环外万年花城附近的一处住
房，当时每平方米价格不到 2 万
元，总价200万出头。如今，这个
小区的二手房受到天坛医院即将
迁入的“利好”影响，价格已经
飙 升 到 近 5 万 ， 虽 说 是 有 价 无
市 ， 可 这 价 格 是 实 实 在 在 上 去

了。“价格再高，已经和我无关
了。”张红梅说。

目前，张红梅夫妇一年的收入
大约35万元，同5年前比，增加并
不多，但稳定的收入、有车、有房
让他们早已无生活之忧，孩子的教
育问题更受他们的关注。刚上小学
四年级的孩子每个月零食、上辅导
班的开支至少需要 3000 元。而张
红梅和丈夫在自己身上花费的心思
要少得多。他们的支出主要用在家
庭上。以前柴、米、油、盐、酱、
醋、茶是家庭最主要的开支，现如
今似乎这已是老黄历了，张红梅一
家平常只是晚饭在家吃，还经常下
个馆子调剂一下。

对这个小康之家而言，一些不
可忽视的刚性支出包括水、电、
气、有线电视费、电话费、上网
费、手机费等。从 2014 年以来，

北京电费、水费都有不同程度上
涨，这些费用全下来一年至少得 1
万元。

不过有涨也有跌，汽油价格从
高峰时 8 元时代重回到 5 元时代，
这也使得张红梅每月的养车费减少
了400元左右，足以弥补电费、水
费增加的支出。

从大学毕业来京到现在已经
13 年，张红梅已经彻底融入这座
城市。 “现在对于我来说，家庭
平安、老公事业再上一步、孩子懂
事就是最大的慰藉。”张红梅如是
说。

本报记者 贺 勇文/图

谈起这几年家庭账本的变化，家住上海市杨浦区的孙岩
女士感慨颇多。“前几年最大的开销是买房子和装修，添置家
电，后来买了私家车。那时候也去旅游，不过基本是国内
游；电影、音乐剧也去看，但每年也就几次。逛商场大多是
为了买衣服等生活用品。那时候消费比较简单，物质性的消
费更多一些。”孙女士说。

“现在可不一样了，开销虽是多了，不过都花在了玩
上。”孙女士说，“这几年没买过什么大件商品，手机倒是换
了几部。现在消费方式多种多样，讲究个性、时尚。既网
购，又逛商场，像外卖、家政保洁、美甲等上门O2O服务经
常用，电影基本上每周都去看个一两场，每年出国旅游两到
三次。而且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不管是电影院、商场还是
旅游景点，人都越来越多。”

一个“玩”字，一个“多”字，折射出了这几年国民消费的大
趋势。消费着重“玩”，旅游度假与文化娱乐，追求身心的放松和
自身素养的提升。消费方式“多”，宅在家可以网购，使用上门
O2O服务，足不出户照样享受生活；出门可以叫车，网络购票、
预订酒店，不管走到哪，随手打开手机 APP，吃喝玩乐都在掌
中。“互联网＋”真正给我们的消费升级带来便利。

“以前看一场电影，花五六十元买张电影票觉得好贵，一年
也看不了几次，现在电影票价稍微便宜了点，网上还能买到特
惠票，平时就经常去影院。对我们大学生来说，看场电影目前看
起来是性价比较高的约会休闲方式了。”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
生的王玉洁说，上大学这几年下来，花销上感受最明显的是：看
电影、出去旅游、网购的频率越来越多，开支越来越大。

得益于这种消费大趋势，我国的电影文化产业、旅游行
业和互联网行业，是这几年为数不多的持续高速增长的行业。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正成为国人休闲度假的新方式。同时，去听一场音乐会，
去看一场电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参观美术馆、博物
馆，到书店看书买书，到体育馆打球健身，人们在文化修养
和锻炼身体上的开销越来越大。

而就在几年前，出国旅行一趟，欣赏一场音乐会，似乎
还有点小奢侈，当时“钱包那么小，哪也去不了”。理想依旧
丰满，但现实却不再骨感。得益于“十二五”期间社会经济
的发展，我们的钱包越来越丰满。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让消
费方式越来越贴心便捷。 （据新华社上海电）

2010 年左右，
我们三口之家，每
月 收 入 大 约 4000
元，孩子小，花销
也不大，但是因为
买房子，还房贷，
日子过得有点儿捉
襟见肘。从来不舍
得出去旅游或者买
太 昂 贵 的 生 活 用
品。

到了2014年的时候，为了不再有负债感，我和爱人决定
把手里攒下的一点儿余钱全部还贷款，一时间在花销上紧巴
些，但心里轻松了很多，感觉自己不是房奴了！

今年工资又涨了，每月的收入大约 7000 元，没有负债
的压力，物质生活上的消费上了一个层次，有时候望着稍
贵的衣服，也会奢侈一回。我和爱人最大的爱好是看书，
曾经喜欢到图书馆去借书读，现在也会买回一些充实自己
的书柜。如果想暂时逃离眼前的生活，偶尔也会来一场说
走就走但不要花太多钱的旅行。今年平均每月的开销大约
是 4000 元。

尽管生活在不断变好，我还是不敢太铺张。也可能是习
惯了节省，每每花钱的时候，都要权衡一下。如果本月开销
过大，自己家里能避免的消费就全部免掉。

我觉得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足够充实的物质条件做
保障，而且过日子要有远虑，不能只图眼前乐，不能为所欲
为。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物质需求大于精神需求，之所以如
此，根本原因还是觉得日子没有安全感。我最怕的事儿有两
件，一是怕8月和9月，因为这两个月朋友们结婚、考学、当
兵扎堆儿，随礼随到手软。二是超级怕生病。毫不客气地
说，人穷别长病。我前几日脸上过敏，一趟趟跑医院，一个
星期就花掉将近4000元，脸还没好彻底，钱却流水一样让人
心疼地往外淌！

纵观这5年，家庭收入逐年见长，但各方面的需求也随之
上升。总体来讲，钱还是要算计着花，只有这样，小账本里
才会有点儿余额，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 回眸回眸““十二十二五五”” 变化那个大变化那个大

晒晒我晒晒我家的账本家的账本

■ 王旺旺

从“讲物质”
到“重享受”

学了一门手艺
■ 李申酉

四川成都 装修工

学了一门手艺
■ 李申酉

四川成都 装修工

理理家里的账单，每月仅为女儿
支出的家教、钢琴及小饭桌费用就需
2000 元，养车 800 元，每月房贷 1500
元，还有一些人情世故礼尚往来等，
每月固定支出至少 5000 元。这些支
出如果放在 5 年前，想都不敢想，如
今却能坦然轻松面对，主要因为 5 年
来生活、职业、眼界的变化，这些
压力早已转化为我向前奔跑的动力。

2011 年至 2015 年是国家经济和社
会各方面蓬勃发展的5年，同样，也是
我事业、生活全面发展挑战的 5 年。
2011 年公司拓展业务，这开启了我的
职业经理人生涯。新的工作环境，新
的工作方式，一切都从头开始，很多
的问题和困难都是以前想都没想过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越来越得
心应手，业绩逐年提高，随之增长的
还有我的收入。

5年前，我从事着收入不高却稳定
的工作，老公是公务员，女儿健康活
泼，也上了一所比较满意的学校，根
据当时的条件，心里其实已经很满足
了。因为女儿就学的学校离家比较
远，为了接送女儿方便，我与老公商
量，一咬牙，把家里仅有的 10 万元钱
全部拿出来买了辆车，每天接送女儿。

女儿方便了，我却有压力了，这
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手里不能没有余钱啊！这也是我放弃
稳定工作，决定竞聘职业经理人的动
力之一。

现我已成为业务熟练的职业经理
人，搬离了曾经 60 多平方米的小窝，
搬进了相对高档的小区。女儿学习钢
琴等所需开支也都轻松支付，每年还
外出旅游。

最近的小心思是一直想换一辆 30
万元的城市 SUV，希望与老公一起，
驾驶着这辆车，去实现更多的梦想。
我相信，路会越走越宽。

徐 励整理

还得勤俭持家
■ 翟景华

吉林大安 作家

还得勤俭持家
■ 翟景华

吉林大安 作家

当上职业经理人
■ 柴秀丽

新疆伊宁某房产公司高管

年终奖翻一番
■ 曹正方

湖北某公司干部

当初买房对了
■ 张红梅

北京 某外企部门经理

回眸回眸““十二五十二五”，”，一场真切的消费升级一场真切的消费升级““革命革命””就发生在我们身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边。。居民消费正从前几年热衷的空调居民消费正从前几年热衷的空调、、电视机电视机、、汽车等物质型消费汽车等物质型消费，，向向
越来越高端的影视文化越来越高端的影视文化、、旅游度假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转型休闲娱乐等服务型消费转型，，我们我们
都是这场消费升级都是这场消费升级““革命革命””的见证者和受益者的见证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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