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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过年了，放假了！这是每一个工薪族久久期待的日子！
放假了，过年了！这又是许多工薪族有点害怕的日子！
是啊，放假了，是一种放松，一种愉悦的期待；然而，过年，又是一种

责任，一种礼仪的承载！
对于我们每一个“龙”的子孙，年，寄托了多少的内涵：父母宗亲的期盼，自

我奋斗的汇报，父老长族的要求，亲朋好友的希翼。还有，自己的盘点与寄托。

于是，年总是与“关”连在一起，这个“关”总让很多年轻人感到无所适
从——— 城里的媳妇如何去见乡村的公婆；回乡的新“城里人”如何面对依旧
故我的舅舅姑姑；给七大姑八大姨都得买些啥……这些都是幸福的烦恼。

当“年关”这种节日，或曰一种现象，成为固化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没理由去
抛弃他，但我们可以寻求一种新的方式——— 一种传统与时尚兼具的方式，让这
个节日只有幸福，没有烦恼。

回家，买礼物带年货都不省心
有的小青年为单位福利咋处理纠结，有的为不知回家买啥发愁
本报记者 赵伟 本报见习记者 刘帅 张亚楠

格收礼者说：

老人只盼孩子

多回家看看

家住棋盘社区70多岁的
张卫民称，儿子、女儿都在北
京工作，以前每年过节回家，
孩子都会买一大堆保健品之
类的东西，说了几次都不听。
孩子的心意是好的，但有些东
西并不适合老年人。白白花了
钱，做父母的心里都觉得浪
费。后来，孩子看我生气也就
不再送礼。“其实，孩子工作在
外地，难得回家一趟，多说说
话，过年团团圆圆吃顿饺子，
比送啥礼都强。”

“年轻人不容易，辛辛苦
苦挣的钱，应该用到需要的地
方。”市民杨女士说，孩子一个
人在外地工作，起早贪黑，好
不容易挣点辛苦钱，应该攒着
娶媳妇、买房子。父母生活清
贫惯了，买太好的东西也享受
不了。“买点糖、买几斤水果，
我们就很知足了。”

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张洪涛支招，从民
俗、孝心表达上来说，孩子给
父母买些东西并不为过，特别
是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回家给
老人带些礼品也无可厚非，但
送的礼物一定得表达关心与
感情。“回家前，子女最好了解
父母所需，根据父母喜好来选
择，能够让父母感受到你心意
恰到好处就行，可以包括旅
游、吃穿等各类需求，表现出
自己的心意就行了。”

让忙年只有幸福没有纠结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
忠武说，对于过年送礼和年货
的处置，农村家庭与城市家庭
是不完全一样的，主要是由于
城乡二元结构差别。不过父母
和孩子双方都有情感诉求，孩
子向父母报答养育之恩，父母
则需要他们证明自己没有白
白为儿女付出。

农村是传统社会、熟人社会
和关系社会。由于几千年传统思
想影响，那种学而优则仕、衣锦
还乡的思想还很重。再者，农村
是熟人社会，家族兴旺主要靠的
是人多势众。而城市则是陌生人
社会、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所
谓熟人大多是靠业缘和学缘认
识，而不是像农村那样靠地缘和
血缘关系认识。城市社会是契约
社会，市民观念较平等。

济南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张洪涛支招，大多数
父母对儿女的期望绝不是钱和
物质上的要求，所以红包大小
父母并不看重，父母看重的是
孩子的一片孝心。“老人最大的
心愿就是让孩子幸福，而这种
幸福感，就要从孩子的生活状
态和交流中得到，每一个子女
回家过年，应该与父母多聊聊
天，说说工作、生活上的事情，
多关心父母，他们一定会开心，
这比送礼更有意义。”

格专家说法：

多去陪陪老人

比买啥都好

在一超市内，购买年货的市民人挤人。 本报记者 赵伟 摄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门口赶着乘车的人。

春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们都盼着早点回家过年。但是有的人单位发了不少年货，不知该
如何拿回家，有的人拿着奖金跑到超市，不知该选什么样的礼品……忙年，幸福中带着纠结。

格发年货

发的东西挺好，但是有点赘手
1月18日早上7时，记者在济

南火车站，碰见准备回河南农村
老家过年的马帅(化名)，他拉着载
满年货的小推车，身上背着两个
背包一个挎包，送他的朋友还帮
他拖着高达一米的鼓鼓的行李
箱。

马帅告诉记者，单位发了五
六样年货，有米、油、海鲜、肉食
等。为了把这些东西全都运回
家，马帅特意在超市买了一辆行
李车，抽出一下午的时间把年货
捆扎好，还找了一位同事送自己
去火车站。“可把我折腾死了”。

马帅说，得知要发年货，马帅
提前给家里打了电话，特别提到
年货里很可能有海鲜。父亲要求
发的年货一件不少全部带回家，
要在全村人面前“长脸”。但到了领
年货这一天，马帅才发现海鲜是

冷冻的，无论保存还是运回家都
显得很困难。“给家里打电话，父亲
说早就把单位发年货的消息告诉
了村里乡亲，还请几位邻居来家
里吃海鲜。许下了，就不得不带回
去了。”

老家在青岛平度的郝先生
今年已经56岁，在济南工作生活
了大半辈子，已经两年没回家看
父母亲了。他给父母准备了一箱
酒和一大箱子食品。“拉着这一
堆东西，确实不方便，不过我不
经常回家，这都是心意，不能怕
麻烦。”指着那箱子酒，郝先生说

“这个是给老爹的，10年陈酿。那
下面箱子里是些干货，虾仁、木
耳、海参等等，我一样样仔细挑
的。”郝先生觉得，宁肯费些事也
要把自己精心准备的东西带给
父母。

格买年货

礼品琳琅满目，买啥让人发愁

中低端礼品受欢迎

近日，记者走访省城家乐
福、大润发、银座等几家大型超
市看到，各大超市都布置得很喜
庆。超市内人山人海，各类年礼
已足量上市。在市民的推车内，
装满了大米、食用油、猪肉、炒
货、酒、饮料等，都是满载而归。

在家乐福超市内的白酒专
区，众多的白酒品牌让消费者挑
花了眼。不少品牌销售人员称，今
年白酒市场主打中低端，一二百
元左右的白酒比较受欢迎，而且
今年白酒的包装都简单了很多，
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在大润发
超市内，一些保健食品的销量也
比往常翻了几番。“17日一天的销
量就是平时的3倍，估计这几天销
量还会继续上涨。”一名销售人员
介绍。

在今年的年礼中，礼盒占据
了大半江山，除了传统的肉制
品、干果外，一些蜂蜜、糖果、馒
头等装进礼盒的品种也越来越
多。这些礼盒价格也大打“亲民
价”，在一二百元。不少市民一次
就购买三四盒。

“过年送礼该选什么呢？”
面对琳琅满目的礼品，不少市
民不知选什么好。一家阳澄湖
大闸蟹的经销商邵建东介绍，
由于市民消费水平提高，送礼
更注重品牌，今年阳澄湖大闸
蟹的销售与去年相比提高了两
三成。一些土特产店的负责人
也称，一些顾客过年时会多选
绿色、健康的土特产，这也使土

特产的销售量有所上升。

花掉大半年终奖

17日上午，在历山路一家大
型超市内，市民王宇新正面对着
货架不停地打电话，和妻子商量
回家过年买什么礼品。王宇新
说，除了父母，还有四五门亲戚
需要送礼。“这一算，今年过节买
礼品的费用算下来不少于2000
元，年终奖金大部分都花在这上
面了，刚刚参加工作，压力很
大。”

和王宇新一样，不少年轻
人都遇到了过节送礼这一难
题。去年毕业后，杨新在一家培
训机构上班，她坦言工资才刚
够自己生活。“工作半年多，每
月工资 2500多元，除去房租和
生活费就所剩无几了。”但她表
示，回家过年不送礼也说不过
去。“家里人都知道发了 2 0 0 0
多元奖金，如果回去一点都不
表示，还真不好意思。”可考虑
到实际的经济状况，她却不知
如何是好。在某小区物业管理
部门工作的小庄也称，刚刚工
作两年，单位发了 2000多元年
终奖，光给领导过年送礼就花
了 1000多元，“别人都送，自己
不送也不合适。”

今年第一次上门拜访准岳
父岳母的小孟，考虑到女友父亲
喜欢喝酒，特地准备了两瓶好
酒，花了1000多元。同时，他还准
备给自己的爸妈一人包1000元
红包。“年终奖就3000多元，现在
都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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