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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商河的90后姑娘小李，这
个春节过得很糟心。原来，2016年
春节是小李和老公婚后的第二个
春节，感情一直很好的夫妻，却因
为回谁家过年的问题闹得不可开
交。

小李告诉记者，大学是在外地
读的，因为离家远，上学期间回家
的机会很少，一毕业就结婚了，陪
爸妈的时间更少了。如今逢年过节
就想回娘家，多陪陪父母，尽自己
的一分孝心。

“我们都是在商河，凭啥总回

他家过年？我们俩都是独生子女，
过春节本来就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我爸妈就我一个闺女，想想我父母
自己在家过年，心里就不是个滋
味，他们就想我能陪他们过个年。”
小李向记者抱怨。

小李说，婚后第一年春节是陪
公公婆婆过的，希望今年能陪自己
爸妈过，但是老公执拗认为媳妇一
定要在婆家过年。

“虽然最终妥协在公婆家过完
团圆春节，但是两人因此别扭了好
几天。”

独独生生子子女女过过年年成成了了过过关关
婆家？娘家？春节到底在谁家？“二合一”是好办法

手手机机成成了了春春节节团团圆圆的的““第第三三者者””
除夕夜，奶奶为让孙子放下手机，发怒撂下5000元红包

低头族们平时难得回家一趟，过年过节回家了，别光想着在手机上抢红包，冷落了父母长辈。（资料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彬

朋友聚餐、家人团聚，“低头族”依
然低头玩手机，微博、微信、游戏……好
像远比朋友、家人重要。春节期间，记者
走访了解到，为了让家人放下手机，多
和家人说话聊天，老人甚至直接撂下
5000块钱；而且“低头族”年龄年轻化，不
少孩子春节期间也抱着手机玩起来没
完没了。

过年孙子抱手机

奶奶怒掷五千元

现在过年，手机抢红包越来越流行了。90
后小伙小张给记者讲述了除夕夜家里因为红
包发生的一件尴尬事。

“过年这几天，不是特别流行抢红包的活
动么？”小张笑着说，整个过年期间，他都在用
手机和朋友之间发红包、抢红包。倒不是贪图
抢多少钱，而是喜欢那种和朋友、同学在一块
耍的氛围

除夕晚上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时候，小
张也没有放下手机，还在忙着抢红包。往年除
夕夜一家四口坐在一起边看晚会，边聊天。今
年因为缺少小张参与，除夕夜一家四口就显
得更加冷清了。

看着孙子抱着手机不撒手，零点鞭炮声
响起，奶奶忍无可忍了。她转身从卧室拿出了
厚厚的一个红包放在了小张面前。

“平时你陪奶奶的时间就少，过年回家了
也不放下手机陪奶奶说说话。你抢一个红包
也就是两三块钱，这是五千块钱的红包，你抢
一年也抢不了这么多吧。红包你拿着，手机你
放下，陪奶奶说说话行么？”小张的奶奶抱怨。

看着年迈的奶奶，小张当时就有一种特
想哭的冲动。“想想从回家到现在的这些天，
真的就没怎么陪过老人，感觉特别对不起奶
奶和父母。”小张说，奶奶平时一个人在家，只
有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家三口才回家看看奶
奶。其实奶奶自己在家是挺孤独的。春节本该
一家团聚一下，真的不应该再冷落了老人。

女儿忙着晒饭菜

把爹妈晾一边

80后的王女士身为一个微博达人，身边
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会用相机记录下来后上传
到微博上和朋友分享。

过年期间，王女士回家后也没有闲着，尤
其对过年期间的饭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妈
妈每端上一道菜，王女士都会先不让其他人
动筷子，自己得先照一张发微博，然后低头和
微博上的朋友们互相留言交流。

久而久之，妈妈就看不惯了。“你从外地
好不容易回家了，就是为了用手机晒回家后
的生活的么？”妈妈颇为不解。

王女士解释，她只是发个微博和朋友分
享一下而已。

“你知道跟你朋友分享你的生活了，怎么
从回家到现在就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
活呢。回家这些天了，你跟家里人说过多少句
话？他们是你的朋友，关心你的生活；我们是
你的家人，更关心你的全部。”妈妈埋怨。

王女士向记者介绍，平时只顾着用手机
和朋友交流，这个时候才发现她自己真是忽
视了家里人。春节回家不是为了用手机晒自
己在家的生活，而是为了陪自己的家人。朋友
重要，家人更重要。

“低头族”低龄化

手机成娃娃的玩伴

记者小的时候，过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和
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放鞭炮。但随着电脑、
手机越来越普及，这些电子产品慢慢冲淡了
小孩子过年的年味。

记者在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发现，好多亲
戚家里的小孩子，都是手捧着手机或者平板
电脑在聚精会神地玩游戏或者看视频，家里
来了客人也丝毫不察觉，反而让客人觉得孩
子不懂礼貌。

一位市民给记者介绍，他们孩子虽然岁
数不大，但用手机的时间却不短了，平时只要
一放假就总是手机不离手。同龄孩子一起玩
耍的时候也少了，更多的是以手机为伴。“过
年了，家长也不愿意惹得孩子不高兴。过节放
假了，他们也不出去玩，就在家玩手机，就让
他好好玩玩吧。”

都是独生子女，凭啥总回婆家过年

说起回老家过年的事，商河
贾庄镇的陈先生却是一脸愁容。
他告诉记者，自己在2014年娶了
位外地姑娘刘女士。陈先生和刘
女士两人都是独生子女，完婚后
便一起到济南打工，双方父母都
留在各自老家。好不容易熬到了
年底，办年货，买车票，本来为过
年忙碌是件高兴事儿，夫妻两人
却被今年回谁家过年的问题所
困扰。

陈先生说自己父母天天盼着
儿子媳妇回家，好不容易从济南赶
回老家过年，希望能让老人开开心
心过节。

“结婚后这两年都是回我家过
年，媳妇虽然不开心但还是陪我回

去了，所以媳妇跟我说今年春节想
回我岳父母家吃个团圆饭的时候，
我也在犹豫。”

陈先生表示，父母把自己养
大 很 不 容 易 ，如 今 父 母 年纪 大
了，自己能陪他们一次特别不容
易，何况春节本就是阖家团圆的
日子。在他的老家农村特别注重
春 节 ，如 果 儿 媳 妇 不 能 回 家 过
年，会让老两口很没面子，村里
人会笑话的。

在经过几天的商议后，刘女士
还是决定遵循传统，陪陈先生一起
回老家过年。尽管自己也是独生
女，但是和父母沟通后父母表示理
解，并让刘女士在婆家过完春节后
再回自己家团聚。

外地媳妇更为难,过年就是过关

很多市民表示，家里很多老人观念
传统，认为春节就应该在婆家过，但是由
于如今独生子女居多，做父母的自然都
希望孩子能陪在身边。这就在无形中给
子女造成了压力，甚至能够影响夫妻感
情。

家住商河嘉源逸居小区的苏先生
说，自己家在商河，可偏偏将一位东北姑
娘娶进了门，所以两人也不得不面对春
节回谁家过年的问题。“今年我媳妇儿回
黑龙江过年，平时工作忙，本来回家机会
就不多，好不容易过年了，也算满足我岳
父母的心愿。”苏先生说。

苏先生笑言，夫妻两人感情很好，过
年回谁家的问题自然不难解决，每逢春节
媳妇儿基本是“两边倒”，一年在婆家，一
年回娘家。自己在家陪父母过完年就去东
北给岳父母拜年，顺便接媳妇儿回家。

现如今还有不少独生子女想出了两
全其美的办法，把两家老人接到自己家
中一起过年。今年刚刚完婚的陈琳和老
公就把两家爸妈聚在一起过了个“团圆
年”。

陈琳对因为回谁家过年而导致夫妻
闹矛盾的事表示不解：“这有什么好吵
的，我在结婚前就和老公商量好了，我们
两家人一起过年，这样人多更热闹呢！”

春节本是团聚的日子，作为双独夫
妻，如果两家离得近的话，两家人一起过
年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但无论是

“两边倒”或者各回各家过节，千万不要
冷落对方的父母，更不要因为过年回谁
家的问题影响感情，毕竟比起和孩子一
起过团圆年，老人更希望看到儿女生活
幸福。

过年“二合一”

和谐好办法

新年刚过，夫妻双方因过年回谁家协商不下，矛盾连连甚至闹出离婚的新闻层出不穷。回老
公家，公公婆婆高兴，可自己的父母怎么办？许多夫妻，特别是双方均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因为回
谁家过年的问题导致“春节”过得不痛快。

本报见习记者 王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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