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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发布2016年全民账单
信阳用户人均购物支出四千余元

信阳消息（记者王洋）

近日， 支付宝官方发布了
2016

年全民账单，引发热议，庞大的
数字有我市市民“贡献” 多少
呢？ 昨日，记者从支付宝官方获
悉， 在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我
市支付宝用户人均购物支出达
4637.1

元。

每到支付宝官方发布年度
账单时， 朋友圈里总会掀起一
股讨论热潮，不少“剁手族”看
完头一年的账单后， 总会感慨
想“剁手”，今年估计也不例外。

昨日， 根据支付宝官方提供的
数据， 信阳人去年使用支付宝
总支付金额在全省排名第

8

位，居全国第
98

位。 支付宝用
户人均购物支出达到

4637.1

元，全国排名
324

位，河南省内
排名第

16

位。

“感觉自己去年没有花这
么多呀？ ”采访时，当记者亮出
账单， 不少市民都发出这样的
感慨。 据支付宝官方介绍，随着
移动支付的发展， 线上账单早
已不完全是“网购”概念，转账、

线上线下消费、信用卡还款、手
机充值等， 都是人们常见的支
出形式， 市民生活已和网络密
不可分，所以电子账单庞大。

数据同时显示，在信阳，支
付宝用户主要集中为

80

后和
90

后， 分别占总用户比例的
38%

和
42%

，女性用户居多，占
比

55.3%

。 同时，信阳支付宝用
户去年人均在吃的方面用支付
宝支付了

288

元， 在全省位列
第

2

位，看来，信阳的支付宝用
户中吃货确实不少。

近日， 记者在罗山县采访
时遇到了一位度量大、贤惠的
好儿媳妇，她叫陈启敏。 虽然
婆婆年轻时曾对自己不友
善， 经常因为一些生活小事
找她的麻烦， 但是面对年老
需要照顾的婆婆， 她不计前
嫌，处处宽容，多年如一日悉
心照料。

陈启敏今年
65

岁，没有什
么文化， 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
家妇女。 早年，她与朱堂乡昌湾
村的吴树和相识结婚， 和乡邻
们一样，生儿育女，过上了平常
的农家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她和丈夫发现， 个性极强的婆
婆经常无端地找碴儿。

后来， 正处壮年的公公病
倒了， 陈启敏眼看家中的“大
梁”倒下，非常着急，跑前跑后
服侍，每天喂吃喂喝喂汤药。 亲
友们见此， 没有人不说吴家娶

了个好儿媳妇的。 但由于病情
严重，公公还是撒手西去了。 从
此， 失去了丈夫的婆婆对儿媳
妇态度更差了， 时常因为一些
小事挑刺。 但是，陈启敏心想，

婆婆也不容易，作为晚辈，应该
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如今， 婆婆已是
90

岁高
龄， 陈启敏不仅不计前嫌，反
而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待
她。 每天早上，丈夫便上山或
者下地干活，而她则将早饭做
好，给婆婆穿好衣服，梳好头
发，为她洗好脸，背到饭桌前，

饭盛好递到她手上。 饭后，又
把火炉烧热送到婆婆面前，并
把她的脚放到上面烤着。太阳
好时，陈启敏还把婆婆背到院
子里晒太阳。 晚上，又为她脱
衣、洗脚。经常还要为她洗澡，

擦屁股。现在已有点痴呆的婆
婆经常无意识地说出一些感
激的话来： “妈， 你对我可真
好哇！ ” 陈启敏连忙打断婆

婆：“娘，不能叫我妈，我是你
儿媳妇呀。 ”

近年， 仅照顾婆婆这个半
瘫痪的老人已够累的了， 何况
陈启敏自己也有高血压等多种
疾病。 然而，因种种原因，自己
8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姊妹们送
来长住。 试想，两位八九十岁的
老太太都长年住在陈启敏家
里，负担有多大，但陈启敏毫无
怨言。

当日上午， 当记者和昌湾
村党支部书记吴自田一起见
到， 陈启敏一个人把饭菜送到
两位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
手中，并不时为老人添菜。 记者
问她累不累时， 她笑笑说：“累
点算啥？ 自己的老人，咱不照顾
谁照顾？ ”

不计前嫌，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年迈婆婆

好儿媳陈启敏用行动诠释孝心

两位老人在晒太阳，陈启敏为婆婆梳头发 本报记者曾宪科摄

阮臻（后）和同学在宿舍（受访者供图）

2016

年，

90

后大学生阮臻勇救
落水女子， 生活因此不同； 新的一
年，他的愿望很简单———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去年
7

月
17

日，

18

岁的信阳小伙儿阮臻因为在
河勇救落水者登上了《信阳晚报》，众人点赞。而这一跳也
令他原本平静的生活增彩不少，让他成长了很多。

昨日上午， 记者见到阮臻时， 他正趁着放寒假在练
车，阔别几个月，阮臻依然不改往日的阳光、乐观和豪爽。

说起刚刚过去的
2016

年，阮臻表示，这一年的生活注定
要因跳水救人而变得不一样。

去年
7

月
17

日下午，河边一女子不慎落水，路过
的小伙儿第一时间跳河救人，挽救了一个生命，这个人就
是阮臻。 让他没想到的是，开学后，这件事情已经传遍其
所在的学校贵州财经大学，阮臻也体验了一把当“名人”

的滋味。 “学校官网刊登了我的事迹，老师和同学也都从
不同渠道知道了，还不停地夸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不
过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阮臻说。

在新学期的竞选中， 阮臻也因此获得同学们的支
持，成功当上班长。阮臻说，短短一学期，自己已经从中
成长很多，令他难忘的当属一手组织操办的班级聚会。

“

50

余人的聚会，从选址、节目安排、餐饮组织等，都是
我和另外一位负责人一起操办的，过程很繁琐、辛苦，

获得的经验却很丰富，是无价之宝。 ”阮臻兴奋地告诉
记者。

2016

年，阮臻收获的远不止于此，在市委宣传部、市
创建办、市文明办开展的“信阳好人”系列评选活动中，

阮臻被推举为“信阳好人”； 由省综治委、省委宣传部、

省公安厅等联合举办的河南省第十三届见义勇为模范
评选活动中，阮臻也成功入围候选人。

对于已经开启的
2017

年， 阮臻说， 他的愿望很简
单———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为一名学生，学业自然
是第一位的，

2017

年希望英语四级考试能通过， 父母身
体健康，继续为考研而努力。 ”阮臻说。

本报记者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