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天气

今天：阴，-5℃～1℃

明天：多云转晴，-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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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父父亲亲挂挂号号见见医医生生儿儿子子
只为让孩子歇会儿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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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婆家再去娘家

不少时间浪费在路上

“结婚三年了，过春节一直
是两家跑。几天时间来回折腾，
不少时间浪费在路上了。不过看
着两边父母亲戚都高兴，觉得也
值了。”市民黄女士感慨，夫妻两
人都是独生子女，毕业后就留在
济南工作安家。她家在泰安市
区，老公家在淄博张店。

“两家相距不是很远，开车
两个半小时就到了。”黄女士表
示，今年夫妻俩打算除夕、初一
在婆婆家，初二要回娘家，初四
再回婆家，再呆几天就回济南上
班了。“本来想着把孩子放在婆
家，不带着娃折腾了，但娘家父
母也想外孙，还是得带上孩子。”

市民刘先生坦言，按照传
统习俗要在男方家过年。“媳
妇家就她自己，过年岳父岳母
老两口也挺孤单的。不能太自
私，我们都轮着来。”刘先生
表示，从小年开始，双方父母
就开始忙着准备小两口回家
了 。“ 两 边 老 人 都 是 一 片 苦
心，我们辛苦点不算什么。”

因为我家在省外

她不跟我回家过年

早在进入腊月之前，市民陈
先生就开始做妻子的“思想”工
作，希望她跟着自己回湖南老家
过年。“她是济南本地人，除了结
婚第一年跟我回了老家过年，孩
子出生后一直在岳父岳母家过
年，已经3年了。”陈先生抱怨，他
每年回家只有两次，趁着年假、
十一回家。过年时，妻子嫌湖南
太远，票也不好买，带着孩子也
不方便，还说南方没有暖气，过

年太冷，怕孩子生病。
“还说吃不惯我们老家的

饭菜，听不懂我爸妈说话。”
陈先生说，他的姐姐妹妹都已
经出嫁了，只剩下老两口。过
年时给父母打电话，听到小孙
子喊“爷爷奶奶”，那边就开
始掉眼泪了。

“好几年不带媳妇孩子回
家过年，亲戚邻居也会议论纷
纷。今年必须和媳妇商量好，回
老家过年。”陈先生说，他也曾
想过把父母接来济南过年，但
是父母都怕“住不惯”。

有的一年去一家

有的各回各家

“当初找对象，爸妈一定让
我找个省内的，现在看挺有道理
的，至少过年回家不用愁了。”市
民吴女士和丈夫是研究生同学，
毕业后都留在济南工作。

“我家在烟台，他家在江
西。结婚前我们就商量好了，轮
着来一年去一家，今年去婆家
明年去娘家。”吴女士表示，她
身边不少两家距离远的都是这
样安排过年。传统习俗是去男方
家过年，但是80后多是独生子
女，思想观念也越来越开放，夫
妻商量好了就不按习俗来了。

吴女士坦言，在她怀孕那
一年曾把双方父母都接来济
南过年。“但是两个家庭生活
习惯不太一样，时间一长小摩
擦不断，有点尴尬。”

记者采访中发现，也有一
些“谈不拢”的夫妻选择了各回
各家。“我们俩都属于个性比较
强的，在去谁家过年这个问题，
谁也不愿意妥协。后来我们商
量了，今年干脆各回各家也不
错。”市民于女士强调。

去谁家过年？老问题又来了

多数小两口过年两头跑

春节临近，省城不少年轻夫妻忙着购置年货，“婆家？
娘家？去谁家过年”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近日，记
者采访发现，省城多数年轻夫妻过年都要“两头跑”，虽然

“折腾”，但是能让双方老人都高兴。

本报记者 孟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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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眼睛都湿润了，没
想 到 原 来 医 生 也 这 么 不 容
易。”1月29日，小唐在朋友圈
分享了这段视频，并发表感
慨。不出五分钟，便有三人转
发了“老父挂号只为看医生儿
子一眼”的视频。

视频讲述的是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一位急诊医生的故
事。他白发苍苍的老父亲从外
地来看儿子，到医院后看到儿
子忙得抬不起头，根本没工夫
说话。老人家只好挂了个号，
匆匆和儿子见了一面。

记者从北大人民医院了解
到，这段视频是该院宣传处和团
委共同拍摄制作的，视频中的医
生是济南人迟骋，已经在北大人

民医院急诊室工作了五年，而背
后则是一段真实的故事。

2015年5月的一天，迟医
生值夜班。忙了大半夜，凌晨
时他接过下一张挂号条时，习
惯性地问了一句，“您哪里不
舒服？”正当他等待患者回答
病情时，听到的却是熟悉的声

音，“儿子，我没有不舒服，就
是想让你歇一会儿，喝口水。”

迟医生一抬头，看见了父
亲。当时忙于工作的他，只匆
匆跟父亲聊了几句，“这么忙
啊，那我先走了。”当后面患者
递上来化验单后，父亲只得留
下给儿子买的矿泉水走了。

原来，当天迟骋的父亲从
济南来北京办事，得知儿子值
夜班，本来跟儿子约定第二天
中午见面一起吃饭。“距离上次
见面过去半年了，父亲等不及
第二天再见，急着想看看我就
找过来了。”

迟骋说，当时父亲离他医
院很远，却一路打听着找到了
人民医院，看到诊室里排着长
队，便只能在走廊里等待。“当
天病人很多，父亲等了快两个

小时也没得空跟我说句话。后
来专门为了让我歇一会儿才挂
了一个号，排着队见一面就说
了三句话。”

当时忙着工作的迟骋，并
没有感觉到什么，而一闲下来
想到刚来过的父亲，只觉得愧
疚心酸。虽然拍完视频大半年
了，迟骋和父亲都没有勇气从
头看一遍。“父亲虽然知道我
忙，但没想到这么忙，而这事他
还没敢给我妈说。想来陪伴他

们的时间这么少，挺愧对家人
的。”

尽管北京与济南有动车比
较方便，迟骋工作五年来，却因
为值班过年都没能回家跟父母
团圆，只能过完年找个周末时
间聚聚。“越是节假日急诊室越
忙，有时医生都忙得抬不起头
来，让患者给‘埋’了。”迟骋说，
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视频，能互
相多给予一些理解，给医患关
系多一些正能量。

工作五年来，因为值班过年都没回家

“儿子，我就是想让你歇一会儿”

近日，微信朋友圈里一
段暖心视频引发热转。白发
老父挂了一个号，就为看医
生儿子一眼，发生在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急诊室的这个
真实故事，感动了不少人。
本色出演的医生迟骋说，事
情过去半年多了，想来仍觉
愧对家人。

本报记者 王小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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