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廉卫东

酒逢同学千杯少，今年许多人放下酒杯，端起饮料

酒杯成了二孩意愿“投票器”
□ 孙秀岭

“我在你面前，你低头看手机”——— 春节期间，手机成了不少家
庭的主角，让一些人感觉年味淡了不少。

在信息时代，大多数人需要手机，但不应有了“人机交流”，就
忽略了“面对面”，手机也不应成为亲情间的“屏障”。事实上，在
智能手机极为普及的今天，除了“人回家了，心却在手机处”，让老
人受冷落的情况外，今年春节中的另两种现象，更应得到关注。

一种情形，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更不懂发微信、抢红包，但
愿意参与子女的手机活动，如笔者的母亲。今年除夕，子孙三代围着
母亲过年，孩子们抢到了多少钱，微信中有哪些新鲜事，别人如何说
春晚，都会第一时间告诉老人或让老人自己看手机，老人颇感兴趣，
一家人欢享手机乐趣。大年初一，一群老人小广场相聚，唠最多的不
是年夜饭，也不是春晚、小品或魔术，而是谁家孩子“咻”到了“敬
业福”，抢了多少“大红包”。

另一种情形，如笔者岳父。七八十岁的老人，用智能手机，会看
微信、能发红包，春节期间不仅给孩子发现金红包，还通过微信的
“家庭圈”，给儿子、孙女发红包，也在自己的“风筝圈”“走步
圈”“书画圈”“摄影圈”里互相点赞、互抢红包。

与“放下手机，多陪老人”的呼吁相比，后两种更有新的“年
味”。这个新“年味”，是对贴春联、吃水饺等传统年俗的继承，更
是对“陪老人说说话”的新发展。那么，如何减少第一种情况，而让
后两种情形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新常态，让更多老人拥抱“手机红
包”？关键在“沟通”。

手机是沟通工具，让老人拥抱“手机红包”的关键环节也在“沟
通”。其实，母亲与岳父的变化，就是由第一种情况转变而来的。我
与母亲相隔几千公里，母亲常借助于哥哥姐姐的智能手机，与我视频
聊天。时间久了，母亲知道了智能手机的好处，尽管自己学不会，但
愿意借助子女之手参与其中。再如岳父，会用智能手机交流和娱乐，
既是一群老友互相感染的效应，也是子女们耐心教的成果。

手机问题，实质上是传统文化在新时代遇到的新课题。积极面对
而不是避而不谈，一砖一瓦地去建设而不是一味指责，手机也能成为
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一座桥梁，使手机的方便快捷与传统文化的滋养融
为一体，人们在富有时代气息的“年味”中，体验亲情、滋养身心，
找到自己的归属和自信。

期待更多老人

拥抱手机

假期随笔

本报昨日一版头条刊发的《放下手机，安心吃一顿年夜饭》引发
网友热议，不少网友到新锐大众客户端发表了看法。

“云淡风轻”：小时候，父母教会我们走路、骑车、吃饭，现在
我们也应当耐心教教他们，怎么视频聊天，怎么手机拍照。一家人在
一起乐呵，才最重要。

“速度与激情”：我问父母，年夜饭我总看手机，你们烦不烦？
他们说，老人就图一个热闹和团圆，不喜欢的是年轻人的心不在焉。

“麦子”：一年到头其实在家待不了几天，除夕夜还忙着抢红
包，冷落了老人，想想确实惭愧！

“手机尾号6889”：时代总是往前发展，新事物总要出现，让老
人参与进来才是王道。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周 洁 报道
本报济南2月8日讯 2月第一周（2月1日-2月7日），全省“气

质”总体延续了1月下旬寒潮之后好态势，全省上周蓝繁天数平均为
3 . 6天，略少于前一周（4 . 2天）；重污染天数平均0 . 8天，略高于前一
周（0 . 5天）。

上周，多数时间PM2 . 5都为大气首要污染物，全省一周PM2 . 5平
均浓度值为96微克/立方米，虽然仍低于100微克/立方米，但较前一
周增加了10 . 3微克/立方米。全省17市累计蓝繁天数61个，较前一周
减少了11个；重污染天数14个，较前一周增加了5个。

“气质”分化较为明显：威海、烟台以7天蓝繁领跑；枣庄以重
污染4天、蓝繁为0垫底。此外，蓝繁天数过半的还有青岛、东营、潍
坊、日照、泰安、济南、菏泽；出现重污染天数的还有德州（3
天）、济宁（2天）、临沂（2天）、菏泽（2天）、日照（1天）。

综观17市每日AQI，上周重污染主要集中在周二到周四，周末
“气质”转好。其中，周三，德州AQI达到255，为上周日均污染峰
值，较前一周峰值（菏泽，244）略高。

本周情况，预计随着气温明显升高，中期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或有
雾霾，但后期多阴雨、海上有大风，将有助于空气污染的扩散和改
善。

□CFP供图
济南天桥区一位孕妇带着女儿逛街。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大年初一，记者参加同学聚会。这帮“70
后”们，以往是酒逢同学千杯少，今年却有许
多人放下酒杯，端起了饮料。理由最充分也最
常见的就是“生二孩”。

同学们笑称，手中的酒杯，成了二孩意愿
投票器。而二孩的放开，打乱了很多家庭的计
划，也给家庭关系、代际关系带来了微妙变
化。

同学中有位镇公务员，决定要二胎后，夫
妻俩毅然退掉了在县城购买的新楼房。这处新
房在县一中附近，原本想女儿一上高中，两口
子就去县城住，每天坐通勤车来镇上上班。但
想要二胎就不合适了：县城新区配套不便，老
二上幼儿园、小学都远，买东西也不方便，不
如住在镇上，上班近，方便照顾孩子；公婆从
村里到镇上也近，两头都顾得上。

还有位在济南工作的同学，把公婆从农村
老家接来看孩子，共同居住7年，孩子上小学
了，经济条件也改善了，两人在外边买了一处
小房子，分开住。二胎政策一来，两代人势必
又要共同住上几年了。“本来以为分开住就算
了，这一来，两代人必须重新审视彼此的关
系，思考如何进一步沟通、求同存异，和谐共
处。”他说。

本来家庭关系就没处理好的夫妻，面对二
胎政策，不由得暗暗叫苦。一位同学婆媳关系
不好，一直自己带孩子，中途甚至不得不换工
作，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二胎政策有了，但婆
媳关系若不改善，两口子哪敢要二胎。

准备要二胎，很多人重视起了自己的健
康。春节前，记者陪亲戚到省立医院内科看
病。在候诊室里，一位40岁出头的妇女要看糖
尿病。护士问：“是不是要备孕？二胎放开
后，来我们内科门诊看糖尿病、甲状腺、高血
压的中年女性明显增多了。”

聚会中，越是要强的女同学越纠结：要二
胎，能不能让领导觉得自己不求上进？两三年
不能高强度工作，能不能耽误晋升机会？

二胎，让人重新审视社会分工。
一位同学是高校教师，住在学校宿舍，女

儿两岁。他发现，平日在小区里，看孩子的往
往是这些大学教师，他们的家属学历不如他
们，却整天在外边忙碌。“女人在外边当男人
用，大学教师在家当保姆用，这不是浪费
吗？”他有点困惑。

还有一位同学，聚会时说，自己想给孩子
添个伴儿，但她老公不愿意。“咱为孩子已经
付出了十年青春了。快四十的人了，属于自己
的时间还有多少年？儿孙自有儿孙福，操心那
么多干啥？”她老公说。

那位镇公务员的妻子是位计生干部，二孩
政策出台后，她是这样说服女儿的：“等我们
老了，万一生病，并不需要你花钱，但是你一
个人面对至少四位老人，太累了。还是让你的
弟弟、妹妹分担一下吧。”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肚子呢？”
“减肥，一个月减了36斤！”
初一晚上相约去同学家，一进家

门，他的崭新形象就把我吓了一跳。
他则颇为得意，特意指了指墙角的体
重秤。

体重秤上方的墙上有一个表格，
记着他每天的体重数字。嫂夫人说，

他每天都到小公园去暴走一小时，每
分钟120步以上。这位同学是个公务
员，他先给自己的酒杯斟上了冒着气
泡的雪碧——— 原来他喝两斤白酒没问
题！“我也不喝了。”另一位同学赶
忙伸出杯子，要了一杯山药汁。

“你们都要二胎呀！”一位快嘴
的同学戳破了秘密。记者这才注意
到，桌上9名同学，4名不喝酒。

这样一来，话题就从喝酒转向了
二孩。“镇上的公务员、医生、教师
想生二胎的很多。我们书记和镇长也
是70后，据说也不喝酒了。”公务员

同学的妻子在镇计生部门工作，她说，
“最近不少农村妇女来开证明取节育
环，最大的45岁，小孩都21岁了。”

有积极准备的，也有不少犹豫不
定的。一位同学的爱人是县城一所小
学的教师。据她说，学校30-40岁的
同事中，生二胎的意愿并不强，不到
一半。以前单独二孩放开时，学校也
只有3名老师要了二孩。

在同学们当中，一个明确表示
“不想要”的，理由是伺候孩子太
累。有几个说“没定住”的，许多是
父母年龄大，没人看孩子。

二孩，一道人生选择题

全面两孩

全国9000万对夫妇

符合条件

60%育龄妇女超过35岁

40岁上下的各占一半

城乡比重差不多

生二孩

怎么打算

最怕啥

90后：抢生二孩

高育儿成本是障碍

80后：忙备孕

恐个人职业前程受影响

70后：家庭拼二孩

最忧精力不够，心力不足

（据人民网）

□ 本报记者 李 檬 赵小菊

年初一，像往年一样，天刚蒙蒙
亮，便驱车回青州乡下老家过年。

人还没进门，白菜猪肉水饺的香
味便飘过来，太熟悉的年味。这顿丰
盛的水饺宴是拜年前必备的饭食，不
同的是，吃着水饺时，手机微信里的
拜年红包纷至沓来。

吃完水饺，跟着长辈走街串巷，
到村落里一户户亲朋好友家互道“过
年好”，整个过程中，记者相当一部
分精力用于收发微信里最低0 . 88元、
最高9 . 99元的拜年红包。来而不往，
非礼也。

对于山东乡村，拜年意味着一年
中最富仪式感的人际走动。按习俗，
每户人家都要备上丰盛的零食，在初
一那天慷慨地赠送给前来拜年的客
人。

当年，面对贫穷，老辈们被逼出

了一个办法：在空篮子里放上两块青
砖，青砖上摆几片地瓜干，地瓜干上
再盖一块花布。拜年的客人来了，主
人就提着篮子迎上去，请来人拿几片
地瓜干吃；来客心知肚明，于是便微
笑推让……

老年俗中，磕头拜年，乃大礼。
小辈跪于堂屋供桌前的红毡上，恭敬
地磕头行礼，起身后或喝茶小叙，或
寒暄几句匆匆告别，这几乎是初一早
上各家每隔几分钟就要上演的一幕，
也是记者儿时见惯的场景。

细想起来，也不知道从哪一年
起，也不知是哪一家，最先撤掉了供
桌前的蒲团或毡布，在拜年客进门后
婉言拦下，“不用磕了，不用磕了，
来，喝茶，吃瓜子！”渐渐地，初一
早上，门还串，年还拜，头却再也不
磕了。

在莱芜市站里村，初一的头还是
必磕的，就算是常年在外求学、工作

的年轻人，这天早上也会和家人一
起，满是笑意出门，进到同村长辈家
后先笑道过年好，然后端端正正地磕
上几个头。这种传承已延续了成百上
千年，深嵌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个人
的血脉里。

但渐渐的，也有些不同在生发。
比如，平日在外工作，年时跟随丈夫
回乡的外地媳妇们很难习惯，“我从
来没磕过头，太别扭了。”甚至有极
端一点的表示这是“陋习”，该改改
了。有的入乡随俗，想着一年也就一
回便跟着一起出门了；有的既然接受
不了，家里人也就不强求，留在家里
不出门便是。

年俗，仪式与载体在变，无论磕
头拜年，还是红包拜年，亦或空篮子
里的青砖和花布上面的地瓜干……但
传承都将延续——— 亲情不变，年味
就不变。

上周蓝繁天总体过半

各市“气质”分化明显
春节假期中期或有雾霾

网友热议

“年夜饭”与“手机”

无论磕头拜年还是红包拜年

抑或空篮子里的青砖和花布上的地瓜干———

亲情不变，年味就不变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大年初一，济南大明湖春节文化庙会献

上精彩的“土洋”结合大拜年。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正月初一，济南学府文庙举行新春祈福

开笔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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