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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家路，

藏在旅行包里的

心愿
临近岁末，在外奔波

的人们带着一颗颗迫切的
心，随着春运大潮回家过
年。无论是天涯海角，无论
是贫穷富贵，都应该义无
反顾地匆匆出发，踏万水

千山、旅途劳顿、行程颠
簸，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住
我们坚定回家的脚步。过
年送祝福，带礼物，是中华

习俗。送什么给父母，能让

他们欣慰许久？送孩子什

么礼物，他们会开心尖叫？

送亲戚朋友什么礼物，他

们会觉得贴心实用？小小

的旅行包到底承载了多少

祝福与心愿？

花少林：父母真正在乎的，绝对不是

孩子能给自己多少钱，而是孩子是否平

安快乐。将财富和地位看淡一点，过年

了，有钱没钱，还是要记得回家！

滑力加：春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一

家人团圆。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还是要

回家。回家给父母送上一份安慰，远比金

钱重要得多。

韩伊：第一年因为初来北京，买的是

稻香村的点心和全聚德的烤鸭；第二年

给妈妈买了羊绒衫，爸爸是保健品；第三

年给两人各买了一套唐装外套；今年是

一套按摩器。

sunny：给亲友的礼物同样占了旅行

包较大比例。

深山客人：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朋

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关键在于，怎样才能送出自己的新意，让

受礼者既受之自然，又颇感欣慰呢？

唱歌的燕子：每年过年回家少不了给

亲戚朋友带点北京特产，烤鸭、果脯、糖葫

芦、稻香村点心这些，一个都不能少。

临山：在温岭工作几年，也爱上了这

里的海鲜。想来想去，还是带点海鲜吧，

让家乡的亲戚朋友也尝尝这里的海鲜！

东风第一枝：每年都给小孩发压岁

钱太没创意了。借着兔年的到来，给自己

的侄儿侄女准备了一份特别的压岁礼，

一黑一花两只长耳兔。希望让他们在饲

养小动物的过程中，收获成长。

静水流深：假期想带着着孩子去郊外

看雪，在雪地上堆雪人，置身美丽的大自

然，陶冶身心；或者带

着她回乡探亲，让孩子更

真切地感受亲情的温暖。

宁静致远：中国有句古

话“礼轻情意重”，春节回家的

本意是团聚，团聚的本意是亲人

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倾听

长辈的声音，是一份孝。

谁家猫猫：有的孩子以为常给父

母寄点钱财物品就是孝，殊不知孝是

一种情怀，一种感恩，一种体恤。孝不

是汇款单能寄去的，孝也不是一个包

裹能运走的，在老人的眼里，最大的孝

心往往就在眼前膝下。春节渐近，除去

法律的约束，如一则广告歌曲中唱的：

“把爱带回家，回家是最好的礼物”。

晾晒年终奖让多少人“悲喜交织”

珠江正言：大把发年终奖的企业和

单位不多，普遍以三几千元的年终奖居

多，所以谈不上投资理财。

一键通天：年终奖，令每个人都心驰

神往，但并不是每一个都有，由于行业、

职业的不同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多有的

人少，可目前是这差距也太悬殊了。

深蓝色森林：我们单位的至今还未

发，不过听说比去年多好多。

老寇：无论物价如何上涨，也和年终

奖没有太大的关系，年终奖究其本质是

一种劳动报酬。但这种报酬不是法定的，

属于非法定福利，发多少，甚至发不发，

关键还是要看企业的效益，并且愿意和

员工分享多少果实。即使面对物价上

涨，企业要调高员工薪酬，也不会体现

在额外的年终奖里，而是体现在平时

的薪酬中。

河北中年农民：我的年终奖就是

我喂的几只土公鸡，它们现在已经 4

斤多，够我过年吃了。

青鱼：如果年终奖不能随着物价

的涨幅一起上涨，那么年终奖就意味

着变相下降。不少人表示年终奖跟着

物价一起涨，才是最合理的发放办法。

L先生：从发放年终奖的目的来看，

除了犒赏员工一年的辛勤劳动外，也是

为了让员工拿着这笔钱过个愉快的节

日。既然本质是为了员工有钱可花，那非

现金的年终奖也应该体现这个目的。

可乐鸡翅：年终奖是超市 2000 元的

购物卡，就用这些购物卡买点年货回家

吧。反正家里要添置年货，也算为家里

节省开支啦。

6 成：如果公司发放非现金的年终

奖，更愿意接受购物券、提货卡、兑换券

等在内的购物卡。除此之外，带薪年假

也是极受欢迎的非现金年终奖形式，像

我们单位一年的年假就 5 天，如果公司

能在年终时额外给大家提供几天的带

薪年假，让大家得到充分的休息和休

闲，岂不是更好。

网 友 茶 馆

“隔代结婚”就能挽回 80 后的幸福？

轻风鸽：男人都到 40 岁

娶 20 岁的老婆，那 40 岁的

女人怎么办？

红茶紫烟：别说女孩儿

物质，也别说老男人花心了，

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的心理问

题找一个平衡和出口。这不

过是时代的心理病，让这两

代人来买单罢了。

流浪的芦苇：如果为了一

套房子，20 岁的女孩要嫁 40

岁的中年男人，20 岁的男孩

必须要等上 20年才能找到另

一半的话，整个中国的人口

和家庭结构岂不乱套了？

位卑言真：当代婚姻缺

乏安全感，最主要的原因是

很多人在婚姻中过于看重

物质。但是，倘若只看重金

钱和房子，还能有真正意义

上的爱情与婚姻吗？

eaglefly2008：一个女人

爱钱爱房，是一种物化心理

的体现，而这种物化心理的

背后，则折射出女人对未来

生活缺乏信心。

近日，有网站推出“2010 房产雷人语录盘点”，其中一

句雷人语是“80 后男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 后女孩子可
以嫁给 40 岁的男人。80 后的男人如果有条件了，到 40 岁再

娶 20 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听上去像吃了摇

头丸一样的观点，却凸显出一个悲哀无力的现实：高房价正
深刻改变或冲击着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一代中国人的婚

恋观念。

父母子女权责怎样“落实”才靠谱？

游在沙漠中的鱼：亲情

关系被立法这是法治社会的

需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需

要！同时，我觉得更需要加

强对社会公众伦理道德的教

育，只有提高社会公众的道

德标准，社会才能更和谐，

发生在亲情之间的案件才能

更少！

我爱网民：精神层面上的

东西很多都是法律不

能解决的。此规虽

好，如何执行却是个难题。

是非圈：亲情疏远，有

深刻的社会原因、文化方面

的原因，其根本解决也需要

通过重建社会、重建文化来

进行，迷信法律万能，不会

使事情变得更好。

心有余力：亲情不会为

“遵纪守法”而生，不要拿法

制来绑架亲情。

“孝亲”理念千年来也一脉相承，凡不孝之人

多被公序良俗唾弃。现代社会，客观条件的变
迁，让有些父母、子女间的关系变得微妙。

今年，亲情关系被多次很具体地立法，

是对人心冷了的约束，还是当下尴

尬社会问题的又一体现？

又到年末，年终奖无疑成为工薪族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经历了物价飞涨的 2010年后，许多网友纷纷在网上晒出自己的年终奖。

年终奖，一个让人既期待又纠结的字眼儿，那么，我们的年终到底是增加了还是“被增加了”？今年你能拿多少年终奖奖？

纠结的春节红包：多了怕赔、少了怕丢面

作为春节习俗之一的“压岁钱”，开始进入人们的考量

范围。有人在心里盘算，今年是不是该捂住钱包少发“压岁

钱”；有人则盼望今年的“压岁钱”能水涨船高，还有人因为
成为“压岁钱”的路人甲而失落。面对“压岁钱”，你的表情是
什么样的呢？

哥永远笑着：“压岁钱”

无非就是图个感情，谁会较

真你给多给少啊。所以嘛，把

钱看得轻一点，把情看得重

一点，纠结就会少一点。

棉花糖：为人父母的，

谁会差子女那点红包啊，关

键是平时多尽孝，比如常回

家看看或打个电话，逢年过

节祝福问候一下等，这些都

比钱更给力。

妙龄美猪：工作了，忽

然感觉自己老了，成了“压

岁钱”的路人甲。

张恒：新出生的宝宝抓

“压岁钱”比较给力，不说能

把以前赔的都抓回来，至少

今年不至于赔太多吧。

老云：其实给压岁钱

只是“礼尚往来”的一

种，往外发得越多，将来

自然能收回来。不过话又

说回来，社会发展到这个

程度，没有必要在那么

“虚伪”，压岁钱多少不

重要，看的是心意，如果

条件不允许，没有必要打

肿脸充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