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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
今日菏泽

情人节，70后、80后、90后大PK，创意礼物、玫瑰、电影……上演迥异“浪漫秀”

不同年龄市民不同方式“谈情”

对于90后来说，情人节多少显得
有些朦胧和羞涩。校园里的情人节没
有大把的玫瑰和包装漂亮的巧克力，
但是却不缺少个性和浪漫，快递、电话
也为异地恋的年轻人增添几分浪漫。

“情人节那天要在实习单位实
习！”刚上大一的赵东目前并没有女

友，对情人节的态度也表示无所谓，
“假如有女友情况则不一样了，会聚餐
或者带着女友出去玩”，20岁的赵东对
甜蜜恋情充满了向往。

尽管没有统一的行为和标准，但
很多有男女朋友的90后都希望能过
一个不一样的情人节。“看电影、送玫

瑰、送巧克力，这些都太老土，前几天
我们在步行街买了一对情侣吊坠，当
做是情人节礼物，现在就戴上了。”已
经工作的小李按捺不住内心的高兴，
因为他只用区区一百多元就提前搞
定了这个情人节，而且女友还很高
兴。

2月14日是

西方“情人节”，

如今菏泽城也

有越来越多的

人在过这个“洋

节”，走在大街

上，空气中似乎

已经弥漫着蜂

蜜和玫瑰香味

的气息。

对于恋人

们来说，情人节

充满了特别的

意义。那么不同

年龄阶段的人

是如何过节的

呢？1 3日，记者

采访了70后、80

后、90后三个不

同年龄阶段的

人，发现他们的

情人节安排迥

然不同。

90后：买礼物更看重创意

“我跟女友过情人节还是比较传
统的，买束花，吃顿饭，再去看场电
影。”毕业三年的小王说，两个人在一
起本就很温馨。

记者从不少鲜花店了解到，买鲜
花者以80后的年轻人为主，“这些人还
年轻，与学生相比有一定经济基础。”
一家鲜花店的老板告诉记者，80后是
预订情人节鲜花的主力军。

作为踏入社会不久的80后，恋人

或者小两口处于异地恋情状态的也不
在少数。“情人节晚上我准备和女朋友
煲电话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毕业
已经两年的牛伟和女朋友在不同的城
市工作，使情人节又成为短信里的问
候和电话两头的温存。

记者发现，尽管每个80后情人节
的安排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表示，爱
要适时“说”出来，要通过一种方式表
达出来。同时，已经结婚的80后对情人

节的重视程度正在降低，还没有对象
的80后不知道该给谁送礼物，有意中
人的80后却为怎么过一个不平庸的情
人节而发愁。

记者了解到，80后的多数女性还
是希望在情人节那天收到一份充满爱
意的礼物，“哪怕只是一朵玫瑰花，心
里也会充满喜悦。”

80后：爱要此时表达出来

购物、唱歌……菏泽单身者称：

“一个人的情人节也要狂欢”

本报菏泽2月13日讯(记者 周
千清) 情人节是商家的狂欢节，打
折的热情也感染了广大单身人士。
一个人的情人节怎么过？记者采访
了解到，很多有时间的单身人士选
择在情人节购物狂欢过节。

2月14日，是西方传统节日———
情人节，现在也渐渐变成了国内年
轻人的狂欢节日。虽然并非传统的
节日，但无论是借此秀甜蜜的恋人
还是想趁机捞得一金的商人，都会
让情人节单身的人感觉有些孤单。
而记者采访发现，单身的人对一个

人的情人节表现十分“淡定”，或打
算借着打折入手一些促销产品。

与已经上班的单身小伙小崔不
同，刚从大学毕业的杨阳还没有参
加工作，情人节当天她和平常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打算和一样单
身的朋友去购物，恰逢换季很多衣
服打折，加上情人节的优惠折扣，现
在买衣服十分划算。”杨阳笑着说。

从西安毕业的卢文一向喜欢唱
歌，情人节没事干，他要约上单身的
朋友一起去KTV唱歌，“借着别人的
节日，单身的我们也狂欢一下。”

70后：回归平淡，过日子才是王道

“情人节啊，好像就没有过过。”经
过提醒，结婚近十年的吕先生才想到情
人节到了。

但忙碌的吕先生表示，情人节那天
要工作，现在还没心思想怎么过，“跟平
常一样吧，要不就和老婆调笑几句，她
好像也不在意。”

而70后的浪漫男士高先生表示，情
人节肯定要过的，当然不会像年轻的时
候那样费尽心思了，会带家人出去吃顿
好的，或者给爱人买件衣服什么的。“还
是过日子最重要，买花什么的惠而不
实。”高先生告诉记者。

“老公忙着工作，看着他回到家后，

一身疲惫，我也不好要求他带我出去浪
漫了。”70后的黄女士结婚十多年了，孩
子也快十岁了。她回忆着告诉记者，她
的先生曾在情人节的时候送给过她一
个皮夹，也曾送过一瓶香水，“但这几年
都过的很平淡。”

80后的刘畅是位心灵手巧的姑娘，平时就爱好做手工艺品。情人节来
了，她捧起自制的手工玫瑰来到东方红大街出售，用不一样的玫瑰给这个浪
漫的节日“助兴”，不会凋谢的玫瑰花果然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围观、购买。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手工玫瑰，DIY一份浪漫

本报记者 李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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