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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都有
一个记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载了家庭的
日常开支。记账的习惯，量入为出的心态，承
载着人们最为朴素的财富观。然而，现在还
保持记账习惯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少，“零
记账”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古语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到一
辈子受穷。”在收入水平上升、物质生活丰富
的今天，我们还有必要记账吗？近日，带着这
个话题，记者分别采访了我市老、中、青三代
市民，让他们谈谈自己对待生活消费记账的
看法。

年轻人：不记账的原因各有不同

“我就是典型的‘月光族’，每个月3000

多块的工资，还没到月底基本上就花光了。
主要是花在租房、吃饭、应酬上面。我没有记
账的习惯，不过大概也能算出钱花到哪里去
了，不至于心里没数。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正现在自己还年轻。虽说没有积蓄，不过
眼下也没什么急用钱的地方。我打算等过了
25岁开始存钱，到时慢慢地也就学会理财
了。”当记者问起刚上班半年的崔磊是否记
账时，他坦言道。

无独有偶，和崔磊一样，同为“90后”的
陈丽雅也表示自己不记账，她给出的理由是

记账太麻烦了。“以前用现金的时候，口袋里
有张100元钱，要买个啥，感觉‘破’开了就马
上会花完，想想就忍了不买了。现在手机扫
码支付，特别是关联了‘花呗’啥的，根本不
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移动支付确实方便了
我们的生活，但似乎也让我们失去了对钱财
管理的能力。”陈丽雅对记者说，为此她也曾
尝试过记账，但后来还是放弃了。“今年‘双
十一’的‘花呗’还没还完，眼看着‘双十二’
又来了。每个月糊里糊涂就把钱花完了，前
年过完年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理性消费，试
着开始记账，买早点记、随份子记、买衣服也
记，可是记账是个挑战耐心的事，有时一忙
就忘记了，最终还是彻底放弃了记账。”

王丽丽是一名“80后”，她不记账则是
因为她觉得如今不再需要靠“精打细算”来
维持生活，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刻意将生活
中每一笔消费记下来。走上工作岗位已有
十多年时间，她说虽然每次遇到商场促销
活动，还是会“买买买”，但她的银行账户也
有了一笔存款。她告诉记者，之前也曾尝试
把每笔大的花销记录下来，不过没有坚持
下来。“也不是不想坚持，只是我认为不记
账并不代表不会理财，只要合理支配收入，
一定额度内的自由还是应该奖励给自己
的，毕竟活在当下、享受生活也是一种生活
态度。”

老一辈：“小账本”见证幸福生活

与当下许多80、90后的“零记账”态度相比，
老一辈人很多都有记账的习惯。在老一辈人眼
中，账本是一个家庭经济生活的“存根”：有柴米
油盐，有吃喝玩乐，有买房看病，有子女教育，有
父母养老……账本里除了消费支出流水，还有
幸福生活的点点滴滴。

“1989年8月28日，女儿们买橡皮2分；1989

年年底买一只母鸡只要10块多，那可是正宗老
母鸡，熬出来的汤有一筷子厚的油花。一家人围
着吃一锅鸡，真是非常享受。现在花100元钱都
不一定买得到那种品质的老母鸡了……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流水账，记录着我们一家老少几十
年的茶米油盐，也是生活变化的一个见证。”日
前，记者来到六安碧桂园小区居民李光如家中，
64岁的李阿姨向记者展示了她家的账本，并回
忆起当年的生活，她告诉记者，记账的习惯从
1980年结婚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翻开李阿姨的记账本，记录了这个家庭的
甜蜜过往。密密麻麻的字都是老人一笔一划记
录下来的，每一页都能让老人回忆起当时的场
景。“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一分钱得掰两半花，
记账是为了能把日子过好。你看这3元钱，是那
年冬天给孩子做衣服花的；这5角钱，是给老伴
买鞋子花的。”李阿姨轻轻地翻动着账本跟记者
分享道。她的账本还记录了家庭生活琐事，女儿
们上学、工作、结婚、生娃，家里人生日、与亲朋
好友的人情往来等等。每笔开支涉及的时间、地
点、人物、钱数等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于如今年轻人的消费观，李阿姨表示“很
是看不惯”。“现在有的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的，根
本不记账，心里也没账。女儿们工作以后我就要
求她们学着记账，虽然并不像我记录的那么细
致，但通过记账孩子们都没有沾染上铺张浪费
的习惯。过日子就得过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得精打细算点过。”李阿姨表示，虽然年纪大了，
但她会继续把晚年生活的每一笔开支和收入都
记录清楚，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保持着勤俭
节约的习惯，她也希望家风可以长久传承下去。

“零记账”可能丢掉理财能力

50岁的赵芳是一名会计师，或许是职业的
关系，她不仅有记账的习惯，还记得特别细致，
甚至当年去上海游览东方明珠买的门票还被她
珍藏着。“上世纪80年代，3元钱就能做件褂子，
生活很节俭，后来生活好了，工资也从一个月几
十元钱涨到几百元钱。1992年，我在百货大楼买
了第一件大衣，花了300多元钱，当时心疼坏了，
到现在我还留着，虽然不穿了，但是个纪念。”她
的账本上显示，平时她家的月生活平均开支在
4000元左右。

“‘会花钱才会赚钱’这句话虽有一定道理，
但很多年轻人根本不明白什么叫‘会花钱’。”赵
芳打了个比方，例如很多年轻人喜欢喝奶茶，觉
得这花的是“小钱”，但是几天喝一杯12块钱的
奶茶，一个月下来至少也要花掉100多元钱。生
活中这种不起眼的小开支很多，加起来的数字
肯定会让你觉得‘肉疼’。”赵芳认为，只要养成
记账习惯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有多少收入，才能
让消费逐步回归其收入能够负担的水平，这样
才不会导致生活上“入不敷出”。同时，通
过长期的记账，慢慢地会养成适
合自己的一套消费理念，
也会懂得如何支配和
经营财富。

作为会计师，赵芳在接受采访时提醒当下的
年轻人，不要因为工资低就忽视了记账与理财。她
举例说，比如你的工资为3000元，领到工资后就应
该规划，可以把1000元作为伙食费，200元的交通
费、100元的电话费、700元可以作为其他生活开
销。而剩下的 1000元可以作为雷打不动的存款。

“经过‘记账、强制储蓄、节流’的修炼后，一年也能
存上万元，这时你就可以摆脱‘月光族’，并且拥有
储蓄思想和一份本金，接下来可以探讨如何进行
入门投资，像股票、基金理财等等”。

把记账培养成一种习惯

市民孙磊的职业是一名房屋中介，刚上班的
时候每个月的月底都要借钱度日。他告诉记者，当
时他也是“零记账”族。用他的话说，其实他每个月
的工资奖金加一块，收入也算可观的了，但习惯了
大手大脚花钱，每月仍然余不到钱。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年轻人刚踏入职场都
是这样，对工资收入的管理意识都比较淡薄，有的还
陷入债务危机，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记账意识，工资
到手就大手大脚地撒出去，不够了就用“花呗”，“打
白条”，渐渐地就发现自己背的债务越来越多。

孙磊说，他正是迫于入不敷出的窘境，才开始
尝试着记账。一开始，他也就是盲目地记账，水费、
电费、上网费、电话费、交通费，一日三餐的花销、
人际交往的开支、生活用品的消耗，一一记录下
来。通过记账他发现，每个月自己在喝酒、抽烟、零
食、应酬往来以及服装方面的支出，竟然占到工资
总额的80%。后来，他开始盯着账本思考，到底哪些
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哪些钱能够少花？哪些钱
花得不值？一段时间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支出状况
有了明确的把握，也渐渐地做到不该花的坚决不
花，能省的坚决要省。“由于自己要记账，总希望写
到账本上的花费越少越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
感觉我比以前省钱了。”

“记账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把钱花在哪里，进而
改变你的消费观念，养成记账习惯关键在于坚
持。”赵芳说，对于大手大脚花钱的年轻人来说，记
账不失为摆脱“月光”的好办法。可以通过记账大致
梳理每月需要固定花销的类目，这个时候就可以结
合每月的收入，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支出预算，
养成量入为出的习惯。同时，她介绍说，现在除了可
以用笔记本记账，还可以尝试一些记账类的手机
APP，目前这些APP都有收支明细分类、账目汇
总，每月预算提示等功能，可以很便捷地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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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不要“记账”？

本报记者 桑宏

一、内外设两本账
企业通常会有内部和外

部两个账本，分别用来记录
企业内部租金、人工费用、
各项物品开销等事项，以及
外部诸如银行贷款、借款、
商业账款等。家庭也可以参
照企业账本的形式，设立两
本账，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
免遇到人情往来、亲友间借
款等问题时，不知道该如何
在家庭日常开销账本中体现
的问题。
二、设立预支款项
家庭消费中，除了日常

生活消费等比较固定的支出
外，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
消费支出，包括平时请客吃
饭、人情往来等费用。很多
时候都是因为这些意外消费
支出较多，超出家庭开销的
预算。因此，建议在家庭账
本中设立一个预支款项目。
比如家里有人某一天要请客
吃饭，可以先预支1000元。
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那些总
忘了记账，过后又想不起来
花了多少钱的家庭成员。
三、做好家庭预算
家庭记账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家庭成员的自觉性，记
账的同时也要做好预算。比
如一个月的预算支出2000
元，但是最后却超出预算200元，那么，下个月就
要约束自己只花1800元；而如果这个月2000元的
预算支出还有剩余的话，这部分钱可以存下来，
或者转入下月预算当中。这种方式能在某种程度
上鼓励家庭成员理性消费，避免过多的冲动性消
费。
四、家人轮流审计
家庭账本不能光顾着记录，定期也有必要进
行一番整理、审计，看看收入多少、支出多
少，是否有遗漏的部分。比如账本上体现出
来收入3000元，支出2000元的话，收入
余额应该是1000元，如果实际收入余
额仅500元的话，就有必要了解一
下，另外500元是漏记了还是其
他原因导致的。

（文章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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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是人 生
中一段难以忘怀的

掠影，也是诠释美好
芳华、锤炼意志、建功

立业的大好时机。在舒城
县法院，有这样一群女干

警，审判席上、执行路上、调
解室里，有她们查事实、辨法

理的身影；田头间、餐桌前、车
间里，有她们拉家常、解民忧的

背影，她们勤奋敬业、不忘初心，
心 系 民 生 、 为 民 司 法 ， 诠释别样
“芳华”。李红丽就是这群女法官中
的一员。

法律科班出身的李红丽，2009年
12月参加工作进入舒城县人民法院。十
年的美好芳华，她始终安心、安身、安
业基层一线，由书记员干起，做过审判
员，担任过人民法庭副庭长、庭长，如
今她是一名员额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
长，先后获得“全市办案能手”、“优秀管理
者”、“全县优秀法官”、“优秀共产党员”、

“工作标兵”、“全县诉调对接工作先进个
人”等荣誉，2014到2016年连续三年获评

“优秀公务员”，荣立“个人三等功”。

心系民生 为民司法

“姑娘，辛苦你们冒着那么大雨过
来，我们老两口以后总算安心了……”

20 16年8月 ,舒城遭遇了大洪水，暴雨不
绝、山路绵延，雨水和着稀泥，急促行走
之间，泥溅满身。一天，十几里山路，迎
来古稀老人宽慰的话语，此时的李红丽及
同事倍感欣慰。

原来王老太因下雪路滑，摔断了髋关
节，虽及时手术，但康复期还要靠四脚手
杖行动。“屋漏偏逢连夜雨”，她的老伴
不久后干农活时又从山上摔了下来，造成
小腿骨折，只能依靠双拐艰难行走。老两
口有一双儿女，女儿远嫁上海，儿子外出
务工，儿媳既要陪读又要干农活，赡养两
位老人成为棘手的问题。最终，在镇村干
部调解下，两位老人与儿女达成了赡养协
议。为了给协议上把“锁”，双方协商到
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考虑到两名老人行动
不便，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其实这只是李红丽在法庭工作的一个
缩影。为了方便山区群众诉讼，李红丽在
河棚法庭主持工作期间，多次将庭审搬到
田间地头、村委会、农户家中。通过“背
包法庭”就地开庭，宣传普法，得到百姓
一致称赞。在河棚法庭主持工作期间，河
棚法庭被市中级法院授予第一届“六安市
示范人民法庭”称号。

立足本职 服务大局

人民法院工作是社会经济的晴雨表。
杭埠镇有舒城“金三角”、六安“桥头

堡”、合肥“后花园”之称，在杭埠法庭
任庭长期间，李红丽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和
服务意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充分
发挥审执职能，为辖区政府提供优质的司
法服务。

一是加强与镇党委、政府沟通协作，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地方法治化水
平。二是利用多元化解矛盾纠纷解决机
制，设立诉调对接站，与镇、村调解组织
对接，共同解决辖区内疑难纠纷。在杭埠
法庭工作期间，通过诉调对接化解纠纷
200余起，其中110起经法院司法确认，制
作确认裁定书，数量居全县乡镇之首。三
是通过巡回办案、送法服务、法制宣传等
形式，加强普法宣传。李红丽率先向辖区
企业发放《防范企业发展风险的80项提
示》，得到辖区企业称赞。四是助力精准
扶贫，认真走访、扎实帮扶，及时完成扶
贫任务。五是服务发展，在杭埠法庭率先
开通“涉企诉讼”绿色通道，依法及时受
理、审判涉企诉讼案件。仅一年就受理涉
企案件 1 1 8件，诉讼标的额 1 . 0 8亿元。
2017年，杭埠法庭被授予“全省优秀人民
法庭” 称号；2018年，摘得“六安市示
范人民法庭”荣誉；并连续三年被评为
“经济发展工作优质服务单位”。

勤奋敬业 不忘初心

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

开 理 论 上 的 坚
定。到法院工作十
多年，李红丽坚持不
断加强业务学习，坚持
理想信念，不忘初心，
强 化 政 治 敏 锐 性 和 鉴 别
力，提高应对政治敏感案件
的驾驭能力，尤其是提高审理
疑难、新型案件和协调解决纠
纷的能力。

被告不接受调解，原告诉讼之
外，来到河棚镇政府门前讨要说法。
事发于2016年6月，哥哥叫来帮工，
弟弟顺便请来帮忙，修葺屋顶，帮工
失足而亡。死者家属一纸诉状，将兄弟
俩告到法院。审理过程中，兄弟俩就
“谁赔偿，赔多少”发生了争执，还宣
称不接受调解。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又来
到镇政府门前讨要说法。

案件事实清楚，如果生硬地适用法
律，死者家属的情绪恐无法平复，两被告
也不会心悦诚服。李红丽多次来到死者家
中，关心、安抚、慰问……一来二往，
逐渐稳定了死者家属情绪。对于两兄
弟，初次调解不成，李红丽趁开庭审理
之机，在情与法、义与理上与他们分析
此案，最终达成了调解，三方纠纷成功
化解，及时避免了民事纠纷带来的信访
隐患。

——— 记 李 红 丽
舒法轩 本报记者 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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