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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提供线索

“这个年过得真累，各种饭局、人情礼
数、红包礼物压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年是过
得 越 来 越 没 有 意 思 ， 甚 至 都 有 点 怕 过 年
了……”春节假期过后，许多读者打来电话述
说春节假期中的烦恼。

和读者一样，在我们的记忆中，小时候也
总是盼望过年，盼望着有快乐的假期、漂亮的
新衣和众多美食。然而，眼下过年的各种人情
礼数、相亲饭局等种种烦恼，让不少年轻人越
来越为之所累，越来越怕过年。

“剩男剩女”遭遇“被逼婚”

“中国年轻人的春节烦恼——— 听到次数最
多的一句问候是：‘有对象儿了吗’；听到次
数最多的一句祝福是：‘祝你明年过年领回来
个对象儿’；听到次数最多的关于亲友的消息
是：‘你看ⅹⅹⅹ都有对象儿了’。”

2011年春节期间，这条名为“中国年轻人
的春节烦恼”的微博被大量转载，不少单身大
龄的“剩男剩女”表示“深受其害”。

老家在荣成市的小王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
深圳工作，随着年龄渐大，亲人朋友越来越为
她的婚恋操心，每次回家总是被家人朋友“逼
问”感情问题，父母和奶奶甚至下达了完成
“任务”的时间要求。她说：“年前我就怕回
家，亲戚朋友一见面‘有对象了吗’的询问比
‘过年好’还要多呢，让人烦死了。”

和小王一样，正在海南大学读研究生三年级
的王青感觉这个假期压力很大。原本她以为家人
会比较担心她将来的工作去向，没想到春节期间
她屡屡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有男朋友了
吗？”虽然王青很享受目前的单身生活，可是来自

“七大姑八大姨”的热心问候却让她有点吃不消。
“以前只听说工作了的同学和朋友们被家

人要求‘抓紧恋爱’，甚至去相亲，没想到自
己还没毕业就面临这样的处境，原来单身也是
一个缺陷。”王青有些头痛地叹道。

接到父母“催婚令”的还有那些虽然有男女
朋友，但是不愿过早步入围城的“伪单身”们。

在济南一金融机构工作的李雪去年刚刚跟
相恋10年的男友订婚，不想今年春节却遭遇父母
催婚的暗示，让她和男友十分无奈。李雪说，“我
去年才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男朋友也刚刚换了
新环境。我们都希望能有多点时间和精力用在事
业的发展上，不想过早被束缚在婚姻的负担里。”
同时，很多朋友结婚后迅速生子、被家务缠身的
例子也让她不愿过早放弃结婚前的自由生活。

在流行的社交网站上，不少网民在状态或
签名中表示过年频频遭遇“被相亲”和父母催
婚，希望假期快点结束，迅速逃离催婚的“紧

箍咒”。

“红包劫”让幸福感打了折扣

去年下半年才在济南一单位毕业工作的小
李，是典型的“月光族”。他每个月的实习工
资扣除衣食住行的种种费用，往往不到月底就
“捉襟见肘”了。而好不容易“让钱包鼓起
来”的年终奖，却在这个春节假期里也浮云般
迅速散去。

“学生时代过年都是收红包的人，今年工
作了，变成了发红包的人。”小李除了给父母
买衣服、办年货外，还要给表哥表姐、堂哥堂
姐家的孩子们派红包。春节假期还没过完，他
的口袋就又“瘦”了。

与小李有相同烦恼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
2010年底物价上涨的背景下，过节的花费和红
包的数额也跟着水涨船高。网络上一个关于
“春节开销”的调查显示，有9331位网民认为
过年的幸福感“一般”，占参加调查人数的
42 . 54%；有24 . 01%的网民认为“一点幸福感
都没有”；同时，47 . 47%的参与者认为过年的

压力主要因为“开销太大”。
在这项调查中，31 . 42%的参与者表示花销

主要花在看望亲戚，63 . 62%参与者在选择礼品
时选择“送烟酒茶等，传统有档次”。过半数
的参与者过年的花销都在3000元以上。

同时，社会角色的转变和人情礼数的压力
也增加了年轻人的过节负担。

“这是我们订婚后的第一个春节，不仅要
到男友的亲戚家拜年、送礼品，还要参加各种
聚会、饭局，不停说着各种客套话。从初一到
初三，感觉每天都在忙，每天都很累。”在某
单位工作的李雪也感觉很烦恼。

在日照经营一家建筑企业的于怀成春节期
间几乎每天两次饭局：家族的、亲戚的、同学
的、朋友的。酒量不大的他每次都喝得晕晕乎
乎，他说，“喝酒真叫一个累，喝醉了酒，更
累！就像干了整天的重活一样。春节过得体能
透支了。”

放松身心远离烦恼
避免“节后综合征”

面对越来越多的过节烦恼和“恐归族”的
出现，不少年轻人开始积极与父母沟通，在传
统习俗与现代观念间寻找平衡，寻求新鲜、低
碳的过节方式。

随着微博和各种社交网站的流行，很多网
民选择用微博、QQ、MSN签名等方式向亲朋
好友拜年，或赠送电子贺卡、虚拟礼物等。

拜年短信虽然因过于泛滥缺乏原创而受到
“鸡肋”的诟病，但今年春节依然在各种拜年
方式中占据主流地位。

有专家表示，与传统的登门拜访、聚会、
吃饭相比，利用新兴的网络交流方式拜年虽然
有一定局限性，但是有利于在节约时间精力、
节省资源的同时增强人与人间的沟通联系。

同时，专家建议，过年的方式应更多围绕
在春节家人团聚的主旨上，不要因为面子、人
情等因素而让本该快乐的节日变成负担。过节
期间也应尽量避免暴饮暴食、醉酒、熬夜等方
式，选择更加健康、有利于身心放松的过节方
式，避免各种“节后综合征”的出现。

当春节遭遇“中国式烦恼”

过去“盼年”如今“怕过年”
□ 郑茜 海鹰 蓬基

近日，记者在济南
护城河边看到，一名正
在游泳的冬泳爱好者一
头撞到了载客游览的画
舫上。尽管游船驾驶员
发现后，立即降低速
度，并不停鸣笛，但头
戴护具的游泳者却根本
听不到，还是撞到船
上。庆幸的是，这一撞
并无大碍。

去年国庆节刚刚开
通的东护城河，泉水清
澈，景色优美，成为泉
城的又一新景观。但总
有个别人，只顾自己喜
好，置公德于脑后，不
顾城市形象，大煞风景
地在护城河内游泳。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如此游泳

不合适

■透视镜

■民声
读者反映的问题，请当地政府及时督办

并书面回复编辑部。

手机号为1516367……的读者反映：我是昌邑市
奎聚街道办事处辛三村的村民。我们村的垃圾一直由
市环卫局统一处理，村河边的垃圾一开始环卫局也来
拉过。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再也没来清运垃圾。去
年10月我们打过热线电话反映，市环卫局答应尽快解
决，可时至今日也没有动静。现在我们这儿已堆积了
两大堆垃圾，极大地影响村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清运此处垃圾，确保村民生活环境卫生。

昌邑市奎聚街道办事处辛三村

两堆垃圾影响村民生活

手机号为1356137……的读者反映：我是巨野县
的一名读者。在我们县327国道与聊商路(省道254)十
字路口处，信号灯的设置不合理：左转、右转和直行
灯同时亮，经常造成交通混乱，导致此路口多次发生
交通事故。希望相关部门合理设置信号灯，尽早消除
安全隐患。

巨野县327国道与聊商路十字路口

信号灯设置不合理

■为您服务

2月13日，我省济南等地喜降瑞雪，在一定程度
缓解今年旱情的同时，也给许多车主雪天驾车出行带
来了很多困难，也增加了事故发生几率。对此，交警
部门提醒，在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前提下，也要注意
学习一些在冰雪路面上行驶的技巧。

风雪天，尤其是遇有恶劣天气、路面湿滑时，一
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行车要缓踩刹车，缓踩油门，保
持车辆平稳行驶，注意交通安全。

雪后路面结冰，驾车出行宜减速慢行，保持安全
距离。万一在雪地打滑，不可猛踩刹车，方向盘宜把
稳，且立即换至空挡，车子便可稳住。刹车前最好先
预踩几下刹车，这样可以提醒后车减速以避免追尾。

同时，风雪恶劣天气行车除了注意本身的驾车技
巧外，还要注意选择路线。不要一味扎到环线上行
驶，其实许多主干道及环线的辅路并不一定比环线主
路难走。下雪当天及第2天，一些与环路临近的道路
非常畅通，选择这些道路出行时间更短，也更安全。

□蓬基

雪天该如何安全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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