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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驾照，买手机，毕业旅行……花了4万多元！”

家长晒出“后高考”账单：一晒吓一跳

1. 采购单位：威斯卡特工业
（中国）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FCA3.0 立式车
削中心采购项目

3.采购事项：货物
4.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5. 中标人：第一中标人：四川

鹿井机电有限公司；第二中标人：

深圳市金承诺实业有限公司
6. 公示期：2024 年 8月 21日-

2024年 8月 23日
7. 详情请登录波鸿集团官网

查看。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8930300870

1. 采购单位：威斯卡特工业
（中国）有限公司

2. 项目名称：FCA3.0 立式加
工中心采购项目

3.采购事项：货物
4.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5. 中标人：第一中标人：深圳

市金承诺实业有限公司；第二中标

人：四川鹿井机电有限公司
6. 公示期：2024年 8月 20日-

2024年 8月 22日
7. 详情请登录波鸿集团官网

查看。

联系人：肖先生
联系电话：18930300870

FCA3.0立式车削中心采购项目公开招标结果公示 FCA3.0立式加工中心采购项目公开招标结果公示

金先生给孩子买的电脑。 受访者供图

“考驾照 4000 元，买手机 6000 元，毕业旅行 8000 元，近视眼飞
秒手术 20000 元，衣服鞋子 2000 元，笔记本电脑 8000 元，合计
48000元。”

近日，社交媒体上，有家长晒出“后高考账单”，也就是家长为
即将上大学的孩子付出的暑期花销。在一些账单中，手机+电脑+
平板+耳机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女孩可能还要再多出护肤品和彩
妆的开销，男孩会有些运动器材费用。从网友们晒出的账单可以
看出，有些账单达五六万元，最少的也要一万多元。

面对高考结束完这个暑期的账单，有孩子会觉得是不是消费
太多，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求助——不太敢和父母开口，但看账单
每一项感觉又必要，想知道有没有可以省钱的办法？

也有家长“不晒不知道，一晒吓一跳”：不知不觉花了那么多
钱。上大学前的一个暑假，父母为孩子花了多少钱？孩子和家长
对此又怎么看？记者采访了几位准大学生和他们的父母。

有家长觉得孩子高中三年过得挺不容易，高考考得也不错，
“这钱花得开心”；也有家长觉得应该适度消费。

社交媒体上的暑期账单截图。

普通家庭不乱花钱
仍算出3万元“后高考账单”

金先生算了一笔账，惊讶地发现
暑假还没结束，他即将上大学的孩子
已经花了3万多元。“我们是普通家
庭，平常也不太乱花钱，但感觉暑期
花销很难省下来。”

金先生家住温州，女儿高考很争
气，考入一所知名大学。开学在即，
金先生开始为孩子准备大学期间的

“必备用品”。“本科、研究生阶段都得
用电脑，最好能一步到位。”所以，金
先生为女儿配置了苹果电脑，花费一
万元左右。智能手机也是必备品，但
因女儿性格大大咧咧，容易丢三落
四，所以不买特别贵的智能手机，入
手了一台3000元左右的。另外为了
让女儿在暑期仍能保持学习的动力，
金先生鼓励女儿英语学习“趁热打
铁”，抓紧考雅思，报名费为 2170
元。考雅思，又需要报一个培训班，
金先生不得不再花费一笔一万多元
的培训费。培训机构位于市区繁华
地段，18天伙食开销，大概1000多
元。

“这都一环套着一环，我觉得技
多不压身么，多学点多拿证书没坏
处，这一算才发现光为了拿雅思证
书，就花了快15000元。”金先生说，
好在女儿争气，雅思取得7.5的高分。

雅思考完，7月底，金先生带全家
去长沙旅行。他们一路逛吃逛吃，走
进博物馆看文物，登橘子洲头赏湘江
夜景。尽管他并不主张大吃大喝，不
买无用旅游产品，但旅游4天，长沙
之行一家人“花掉了六七千”。金先
生说，自己不算“奢侈”，听说身边一

些家长为孩子下了“血本”。“已经买
了苹果四件套，苹果电脑、苹果手机、
苹果ipad外，还加上苹果手表。但我
感觉太过奢侈不好，上大学也要朴素
一点。”

暑期已花了3万元，但还没结束。
8月底，女儿要开学了，金先生算

了算每个月给女儿的生活费。“平常
学校的伙食不太贵，周末，她跟同学
逛一逛、吃一吃花销会比较大，有一
些社团活动可能要花钱。读大学，一
个月2500元到3000元，应该够吧？”

关于这份暑期账单，金先生问了
周围一圈准大学生家长，孩子的开销
情况类似：“差不多都花了两三万元，
且都买必要的东西。”

旅游、数码、考证最花钱
有的家庭只花一万多元

一圈小范围调查做下来，记者发
现大部分开销集中在数码产品、旅
游、矫正牙齿、驾照等，衣服、化妆品
费用相对不高。数码、驾照、旅游老
三样，几乎出现在所有暑期账单上。

一些经济不是很宽裕的家长犯
了难：一个暑期掏出一大笔钱。但孩
子考个大学真不容易，高考结束也需
要情绪释放，这时候不满足他，感觉
孩子会伤心。一些有经验的家长支
招，“电脑确实是刚需，经济状况能承
受可以买好点的；智能手机可以不买
最新款；化妆品、护肤品没必要一次买
全，因为无论准备多全面，大一开学到
校后还是要买很多东西，到时候还要
出一笔钱，不如上大学时慢慢买”。

但也有家庭例外。温州新桥镇
小黄的妈妈这个暑期只花了一万多
元。孩子小黄考上浙江科技大学，需

要买电脑和手机。“我说买好点，孩子
说没必要买这么贵，能用就行。”最
后，电脑花费8000多，手机花费4000
多。“前期他和同学去丽水玩，最近也
要出门去玩，每次大概要500到800
元，还好。”

小黄妈妈和老公打零工，经济上
不太宽裕，“他比较懂事，暑假想出去
打工，我都不让，觉得太辛苦了”。

杭州小徐妈妈也没花多少：“孩
子一放暑假就去赚钱了，赚了3000
多元。给外公外婆等家里每个人都
买了礼物。我们问过孩子，虽然我家
是女儿，但她对衣服什么都很随意，
到现在为止就买了一部5000元不到
的手机。电脑家里的还能用，等上大
学了再买。另外给了她三四千的自
由经费，旅游也是她自己选的，和同
学去了千岛湖，还去了嘉兴看花样滑
冰，没花太多钱。”

有不少孩子有意识缩减无用开
支，但总费用还是挺高。“已经尽力缩

减衣服、化妆品的开销了，怎么暑期
还是花了那么多呀。”家住杭州城西
的小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也有孩子觉得这个暑假是高中
三年的结束新阶段的开始：“高三是
靠着‘高考结束我就要干什么’之类
的期待坚持下来的，这些期待并不仅
仅包含手机电脑什么的，我可能更看
重的是，父母是不是真正懂我的感
受。买了手机电脑平板或者出去毕
业旅行，我都有仔细列消费表格，哪
些钱该花哪些钱该省，其实心里都有
一笔账。”

比起纯粹的物质奖励
专家建议让孩子拥有财商

在社交媒体上，关于上大学前一
个暑期该不该给孩子花很多钱，也引
起热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说，孩子迈入大学前，家长为其添置
必要的设备，这是能理解的做法。“既
能让孩子感受到重视，也传达着对孩
子美好未来的期待之意”。但需注意
不能进行攀比消费，“所有父母都想
给孩子最好的东西，但尽力给孩子好
的生活，不等同于踮起脚把孩子养成
假富人。让孩子拥有正确消费观和
财商，是更好的教育方式”。

熊丙奇建议，暑期可以有意识地
让孩子了解真实的世界，比如带他们
去看凌晨的菜市场，看到金钱背后的
汗水与劳动。“金钱是依靠价值和劳
动产生，需要不断提升价值，才能获
得金钱。”孩子即将迈入大学时，比起
物质奖励，家长需更重视与孩子一起
规划大学期间的目标，注意大学生活
的引导规划。“即使进入大学，未来就
业的竞争依然很激烈，需早做打算。”
熊丙奇说。

据《钱江晚报》、潮新闻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