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明区首个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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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刚过，但压岁钱的“众说纷

纭”却没完没了。近日，来自广州的
一则法院判决在坊间引起很大反

响。案情是一名小朋友的 3000元压

岁钱被爸爸挪用了，为此与父亲对
簿公堂，法院支持了孩子的诉求，要

求其父如数返还。
“孩子的压岁钱，父母没权掌

控？”“占用了孩子的压岁钱竟要成
被告？”种种疑问也让压岁钱的民间

习俗多少生出了些“怪味”。

法院认定钱归孩子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每到除

夕夜，吃过年夜饭，长辈通常会将未

成年的晚辈召到跟前，一人一个小
红纸包，里面放的就是压岁钱。“压

岁”也就是压住鬼邪，所以，压岁钱

就有了保佑平安、祝福成长之意。后

来每逢过年，民间渐渐流行起亲戚
间、朋友间互相给对方家小孩子送

压岁钱的风俗。正是这般大量存在
于民间的以孩子为给予对象的礼金

赠送习俗，让能够获得压岁钱的孩
子们特别期盼过年，他们也特别爱

炫耀口袋里压岁钱的厚度。近日，广

州的压岁钱官司，说到底就是父母
和孩子对压岁钱所有权、掌控权和

使用权所产生的争执。
几年前，小苏（化名）的父母经法

院调解离婚，小苏随父亲苏某生活。
2014年 2月至 2015年 3月期间，苏

某分三次将小苏的 3000元压岁钱存
入银行。2016年 4月白云区法院判

决变更小苏由母亲黄某抚养。但在
2016年 3月，苏某未经小苏同意，擅

自将小苏存入银行的压岁钱及利息
3045元取出。小苏起诉认为，父亲苏

某私自提取其压岁钱拒不返还的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法院认为，原告

小苏名下的银行存款虽是被告苏某
为其存入的，但小苏对该存款仍享有

所有权，苏某无权擅自处分小苏名下
的存款。苏某将小苏名下的存款取

出，侵犯了小苏的权利，小苏主张苏
某返还存款及利息的请求合理合法，

法院予以支持。据此，白云区法院判

决被告苏某返还小苏本金及利息共
计 3045元。

对于此案的诉求和判决，有人
解读认为，今后孩子们可以放心了，

“我的压岁钱我做主”；同样，也有人

将此解读为“父母不能擅作主张动
用孩子的压岁钱”。

父母监管也属正当
“客人一走，压岁钱统统交出

来。”民间的确也有不少家庭是用这

种办法管理压岁钱的。先是让孩子
大胆地从其他亲友那里“讨”压岁

钱，然后将压岁钱“充公”，变为父母

的“财政收入”。从广州一案来看，苏
某是将孩子的压岁钱完全当成自己

的财产，并实施了自由处分的权利。
法院的判决也是宣告了苏某不拥有

对这笔压岁钱的所有权。上海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李俊峰说，要弄清楚

一个概念，给压岁钱通常被视作是
亲友指定给予孩子的一种赠予行

为。被热议的广州案子，似乎忽视了

一个重要关系人，即送给孩子压岁
钱的亲友们，没有了解清楚他们送

出的压岁钱的真实本意，究竟是明
确指定赠予孩子的，还是只作为大

人间的礼尚往来式的“送来送去”。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基本上可以

判断出这笔压岁钱最终的归属权到
底是孩子还是父母。李俊峰还表示，

作为未成年人，特别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孩子，父母是孩子的法定

监护人，他们如果出于为了孩子生

活、学习和成长的目的，行使对压岁

钱的保管权和使用权，比如用于为
孩子支付学费、购买文具，甚至购买

供全家使用的房产等大宗物品，都
应该可以被认作是正当的、合理的。

普陀区教育学院特级教师吴永
玲认为，父母的监护责任体现在对

孩子的生活、健康、学业、成长和财

产的监管与保护上，民法上也有相
应的规定。这就意味着父母应当有

权利帮助孩子管理好包括压岁钱在
内的各种财产。这也体现了权利与

义务的对等。比如，孩子打碎了邻居
家的东西，履行赔偿义务的不正是

父母吗？“对于压岁钱，社会更应关
注的是如何教育孩子合理使用。目

前中小学的思想品德教育中也有
‘如何用好零花钱’的内容。在家庭

中，父母也应对孩子进行必要的理

财教育。”她说。

首席记者 王蔚

孩子收的压岁钱，该归谁？
专家认为：先要弄清是礼尚往来还是指定赠予

    “谁动了古诗词里字的读音？”

近日《注意！这些字的拼音被改
了！》的网文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汉

语专家和基层语文教师纷纷提出

或赞同或批评的意见 （详见本报
19日第 7版）。昨天有消息称，网

传的“古诗改读音”有误，目前仍应
以原读音为准。

最惹人非议的是名句“远上寒
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里的

“斜”字，据传现在的读音应当从

“xiá”变为“xié”。还有不少网友查

字典发现，许多读书时期的“规范
读音”现如今竟悄悄变成了“错误

读音”；经常读错的字音，现在已经
成为对的了。网友因此纷纷发帖戏

称“怕自己上了个假学”。还有网友
直接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对传统文

化极大的不尊重。据悉，主管汉字

读音审定的教育部有关部门也对
此作了回应，表示读音改变主要是

考虑便于推广应用，也考虑了多数
人的意见，但目前改编后的审音表

尚未正式公布，对于古汉语生僻
音，还应以原读音为准。另据记者

查阅本市正在使用的小学三年级

语文教材上册，其中保留着杜牧
《山行》的诗文，但并未标注拼音。

由此看来，教材“古诗改读音”之说
并不成立。

昨晚又有消息传来，最先发布
《注意！这些字的拼音被改了！》的

微信公众号“普通话水平测试”，因

“存在误导用户的行为，已于 2月

20日起禁止该公众账号群发及被
关注能力”。这也为此次被疯传的

“古诗改读音”风波做了注解———
以讹传讹。

本报记者 王蔚

探索“江南田园”发展模式

审音表尚未公布 古诗也没改读音
    新学期开

学之际，在金
山区海棠小学

校儿童农民画
培训基地，学

员们通过绘制
各种充满童趣

的生肖福猪，
迎接学校“了

不起的中国
年”民俗节活

动开幕。

图为学员

展示各自充满
童趣的生肖福

猪

特约通讯员
庄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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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改善农
村风貌，探索“江南田园”乡村振兴

发展的模式，日前，《三星镇郊野单
元（村庄）规划（2017-2035）》得到

批复同意，这也是上海市首批郊野
单元（村庄）试点之一。

三星镇位于崇明区西部，北接
新海镇、西临绿华镇、东靠庙镇、南

依长江。镇域面积 68.4平方千米，

下辖 1个居委会和 21个行政村。本
次规划范围为三星镇开发边界以外

郊野区域，总面积 66.5平方千米，
共包含 5个乡村单元。

规划将通过打造“两核两轴一

带，四节点五片区”的空间布局，带
动乡村发展圈和产业发展片区构建

乡村振兴新格局；通过农民安置保
障、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特色优势产

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方面实现
保障改善乡村民生；通过耕地保护与

建设、基本农田优化调整、林地资源

规划、水系网络系统规划的统筹协调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通过农田风

貌区、海棠廊道风貌区、风貌道路提
升等手段实现繁荣发展风貌文化。

本次规划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至 2035年三星镇基本农田不少于

5.07万亩，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

502公顷以内。完成减量化任务所
腾挪的规划建设用地空间和新增建

设用地计划指标优先用于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完善公共服务，发展乡村

旅游，提升公共服务功能。
在征询了村民意愿基础上，规

划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

和集中居住，加快推进城镇新社区、
农村新社区建设改善乡村居民点分

布零散的面貌。据悉，该镇将在新安
村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符合三星实

际的乡村振兴模式；引导农民向三
星城镇新社区和农村新社区安置，

逐步提升和完善保留自然村的公共

设施配套，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品
质；对项目区进行“田、水、路、林、

村”综合整治，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改善农村风貌，探索“江南田园”乡

村振兴发展的模式。

开学绘福猪 感受民俗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