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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春 节 怎 么 过

作为在京打拼的 80 后，今年我和妻子迎来了婚后的
第四个春节。春节回家过年是个传统习俗，记得婚后第一
个春节到来之前，我们曾为去谁家过年争执不下。当时，
我们想了一个妙招，采取轮流坐庄的办法。不知不觉，婚
后 3个春节就这样相安无事地过去了。

今年临近年关时，我们决定来个旅游度假。工作六七
年来，平日里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放松身心，每次回
老家也都是匆匆忙忙，没有时间照顾父母。父母为儿女操
劳一辈子，趁此机会把双方父母接出来去旅游，让他们享
享福，也算是尽个孝心。另外，再把年假一起休了，时间
就更加充裕了。

春节旅游去哪里？在咨询了资深驴友、同事之后，经
家庭民主协商，选定了海南三亚。阳光、沙滩、亲人，一
个多么浪漫美好的春节。当然不是走旅行社，我们一切以
节俭为原则，短租一套 3 居室，自己做饭，旅游自助，既
经济省钱又轻松自由，双方父母都开心愉快。

在北京工作的人心里都有个“北京梦”，那是对美好
生活、稳定工作、安逸居住的期盼。我最大的心愿是在蛇
年能够把房子买了。明年春节，可以欢欢喜喜地把双方父
母都接到北京一起过年，和和美美地过一个京味的大年。

（IT经理世界杂志 沙 磊）

一对 80后小夫妻——

带上双方父母旅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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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在即，许多读者来信畅谈他们春节的新过法——

快过年了，江苏省丰县汉皇帝刘邦广场上，一些民间艺人施展出手艺，捏面人、吹气球、猜谜语等纷纷

亮相，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李丙海摄

一位乡村供电所电工——

确保返乡农民工用电

我是一名电工，负责仪阳镇苏庄村 611 户村民的供
电。这几年，村民也像城里人一样过上了电气化生活，用
上了电磁炉、电暖气、洗衣机等。离开了电，这一切都成
了摆设。目前，苏庄村共有 204 户村民外出打工，他们在
外出之前都办理了停电业务，而我的任务就是在村民回到
家的时候，及时为他们上门送电。

去年春节，村民郭雷一家 3 口直到腊月二十八才从外
地赶回家。由于我的工作疏忽，他家里当天晚上没送上
电。第二天我上门去送电时，发现郭雷的儿子小浩浩的头
上缠上了纱布。郭雷告诉我，小浩浩半夜摸黑上厕所，摔
破了头。瞬间，内疚和自责让我无地自容，小浩浩头上的
伤疤也成为我心中的阴影。

去年 12 月下旬开始，我们供电所开展了“暖冬行
动”，为办理停电业务的外出务工用户建立了特殊的“服
务档案”，及时掌握他们返乡信息，确保返乡农民工第一
时间用上“暖心电”。有了服务档案，今年小浩浩一家 3
口刚到家，我就送电送到了他们家门口。看着小浩浩的笑
脸，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今年春节我值班，为了村里返乡农民工家家都亮起
灯，看到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
我愿意在巡检中度过一个没有遗憾的春节。

（山东肥城市供电公司仪阳供电所电工 苏立东口述）

本报记者 王金虎整理

以前过年，无非就是贴春联、吃年饭、亲戚朋友互相
拜年，今年我们全家“旅游过年”。这在以前可只是个梦
想，因为以前家里穷，手上没钱。现在就不一样了，咱种
脐橙挣到钱啦！

2009 年，我在石城县琴江镇承包了一块 150 多亩的脐
橙果山。刚开始时，由于技术不过关、市场把握不准，一年
下来反而亏了近 10 万元。我没有气馁，虚心向周围的老果
农学习、向专业技术员取经，还通过网络查询各种脐橙种植
管理技术。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我承包的脐橙园终于开
始盈利，去年出产脐橙 20 多万斤，初步估算一年赚了 10 多
万元。

口袋鼓了，手里有了余钱，于是我盘算着今年“旅游过
年”。春节期间，我准备带家人一起去广州、泉州、杭州、苏
州等大城市，和家人一起看看外面精彩世界，体验异地风土
人情。我们是 3 个家庭拼车自助旅游，还选定了价格实惠
的景点，既舒适自由，又省钱节约。

当然，我不仅仅是为了游玩。在旅游中，我还要调查各
大城市的市民喜欢什么样的脐橙，例如对大小、口感、肉质、
形状、包装等方面的看法和要求。然后再针对他们的需求，
种植更加适销对路的脐橙品种，实现农家脐橙与都市消费
对接。

（江西省石城县脐橙种植户 陈树清）

一位脐橙种植户——

出去旅游顺带考察市场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怎么让春节
过得更有新意？近日，本报编辑部接到许
多读者来信，倡导绿色健康、文明节俭过春
节的新风尚，营造欢乐和谐的节日氛围。

绿色健康过节

一些读者建议应大力倡导过“绿色健
康春节”。江西九江县委宣传部的陈雅来
信说，近年来，在九江县的乡村过年学
习之风日益浓厚。期望各级政府加大力
度建设“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等场
所，让农民空闲时间有地方学习活动；
应经常性地开展科技下乡等活动，让农
民从科技及学习中尝到甜头；利用春节
给儿童或朋友送几本好书，形成一种良好
的社会风气。

河北滦平县虎什哈镇四道河村的李远
龙在来信中表示，新春佳节正是读书的大
好时机，他们夫妻俩决心学习两门实用技
术，为新的一年增产增收打下基础。

河南郑州市二七区法院的李晓理来信

说，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春节期间除了访
亲探友，还要帮亲朋好友审查项目规划、合
同协议，普及法律知识。

云南丘北县委宣传部的张德华建议，
应倡导大家过一个文明、节俭、健康、有意
义的春节。要改变陈规陋习，提倡健康向
上的道德风尚，可以利用春节假期，盘点上
年的工作，谋划下年的思路。

此外，春节出游也成了过年新风尚。江
苏邳州市发改局的顾绍雷来信说，现在生活
好了，出门也很方便，春节几天去附近乡村
游玩，既亲近了大自然，又放松了身心。

注重亲情团聚

许多读者认为，“团圆”是春节最重要
的内涵，“喜庆”是春节最鲜明的特点。西
安市委政策研究室的马军来信说，要把春
节独有的习俗做足做好，比如说尽可能和
家人一起贴春联、包饺子、放鞭炮守岁、看
烟花逛街、拜年走亲访友等等。

江苏邳州市邮政局综合管理部的梁伟

认为，盼望过年是一种精神的渴望，是盼
望亲人相见，盼的是一种亲情的沟通。过
年，是一种亲情的凝聚，是一种情感的熔
铸。

江苏省射阳县阜余镇的朱乃洲来信
说，每当过年的时候，兄弟姐妹都有一个重
要的任务，就是给母亲剪指甲。尊敬长辈，
孝敬老人，让父母开开心心地度过每一天，
是每个子女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贵州安顺市关岭县发改局的姚启超
来信说，离开老家已经 30 多年了，离家越
远，对父母的思念越深。目前物质丰富
了，唯独缺少的是一个热热闹闹的过年气
氛，因此春节要回农村老家和父母过一个
传统的年。

山东省商河县油区工作管理委员会的
窦新春来信说，春节应该围绕着“安全、祥
和、欢乐、充实、健康”主题，让全家人享受
到大家庭的欢乐与温暖。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新娴来信说，春节
应注重习俗的传承，注重家人亲友的团聚，
更要时时心存感激、心怀祝福。

走好“特殊亲戚”

中国人民银行宜春市中心支行的熊
建华在来信中建议，领导干部应和群众
一起过大年，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他
们身边，为他们想发展的思路、定致富的
规划、教致富的办法。这样的春节才更
有价值。

江苏沭阳县东小店乡人民政府的赵
登亚表示，春节期间走好“特殊亲戚”
意义重大。要积极与困难群众结亲，在
新春佳节进行走访，向他们送去年货以
及脱贫致富的创业门路、就业小额扶贫
贷款等，让他们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此外，湖南华容县幸福乡的虢汉平来
信说，春节到了，村里在外工作的村民都
返乡了。这是获取信息、联络感情的好机
会。作为一名乡干部，我要利用拜年机会
向乡亲们汇报家乡的发展状况，尽可能多
地了解各类有用信息，指导本乡发展，并
鼓励返乡创业，借助他们在资金、技术、信
息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家乡发展，带领群众
致富。

春节团聚重在亲情
本报记者 欧阳梦云

过年时互相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

祝愿的一种方式。然而，当拜年演变成了一场送礼大

战，就变成沉重的负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钱包更鼓了，出手更

大方了。送出的礼品花样更丰富，营养保健品、烟酒、

土特产、茶叶水果等，有时甚至是用小型货车装满礼

物挨家挨户送礼拜年。

作为接受礼物的一方，尤其是长辈，春

节期间一下子收到好多份礼物，弃之可惜，

用之过多，存放在家里成为昂贵的垃圾；而

拜年送礼者花的礼品钱成千上万元，更是一

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如今，提倡勤俭节约，以往大吃大喝、拼面

子的浪费观念应该改变，低碳过年、节约拜年应

成为新时尚。应该带上祝福、带上一颗真诚的

心拜年，与亲戚朋友一起相聚，聊聊生活、谈谈

工作、叙叙感情，送上诚挚的祝福、真诚的问候。

笔者认为，这样的拜年真诚轻松，低碳节约，不

失为拜年的“良方”。

江西省石城县委 邱有平

别让拜年成负担

我的老母亲今年 90 岁了，如今住在养老院。平时
忙工作、忙家务，只能抽空到养老院看望母亲，总是来
去匆匆。前几年春节，都是把母亲接到我家来，但母亲
颇有点拘束，话语也不多。去年母亲不慎跌了一跤，如
今腿脚不便。

每当我看到满头银发、腿脚不利索的母亲，总感到
十分内疚。母亲说，“我有退休金，你们不要给我钱，就
是有点⋯⋯”我知道，母亲是思念亲人，思念老家，思念
乡亲。

今年春节，我与母亲同住一间房的另外两位老人
的家属商量之后，决定3家人一起在养老院热热闹闹过
大年。首先是 3 家人的子女分工合作，我和另一位家属
负责采购年货，准备老人喜欢吃的菜肴与水果，如汤圆、
鱼肉蔬菜、盐水白虾、菌菇汤等，以清淡与营养为主。苏
阿婆的儿子擅长烹调，就由他来做菜，其余家属一起打

下手，淘米洗菜、拌馅料、包汤圆等等，每户人家还准备
一个“拿手菜”。这样既热闹，又增添欢乐气氛。同时，可
以多陪老人唠唠家常，说说乡下老家和乡亲们的故事。

我还准备了春联、大红喜字等，贴在老人们的门上、
房间里，还布置了彩色气球、中国结等，增添喜庆的氛围。
我喜欢摄影，大家选举我担任“摄影师”，把养老院过年活
动记录下来，让老人们高兴高兴。

老人怕孤独，他们喜欢看看电视，听听沪剧、越剧。我
准备了一些老人喜欢的家乡戏剧专辑碟片，在春节里大
家一起欣赏，过一把“戏瘾”。妻子几位女友平日里喜欢

“家乡戏”，也一起去为老人送上精彩演出。已经参加工作
的儿子也早早地在网上选购了围巾和帽子以及水果，和
我们一起去养老院跟奶奶过年。

养老院里过春节，会更有滋有味！
（上海浦东新区大团镇永晖公寓 陈志强）

一位城市居民——

全家到养老院去过年

我今年 98 岁，家住湖南省麻阳县城郊，我有 4 个儿子、
5个女儿。大儿子今年都 78岁了，我当了曾祖母，玄孙都有
5岁了。

10 多年前，每年我最盼望的就是春节快点来到，因为
我不肯与儿子们住一起，一个人守着农村这幢大房子，十分
孤独。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几年才见一回面，外嫁的
女儿们回趟娘家不容易；12 个孙子、15 个外孙也都在外面
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也难得一见。虽说他们个个都给我
寄钱寄物，生活无忧，但还是很寂寞。只有春节的时候，他
们才回家与我团聚。过年那几天，我别提有多高兴了，儿女
们、孙辈们加在一起共 78 人，围着我一人转，天天听他们讲
外面的世界，我也好像年轻了很多。可春节过完，他们一个
个都离我而去，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

5 年前，两个搞建筑设计的儿子做出了回乡创业的决
定，在本地开了一家建筑开发公司和建筑材料销售公司，先
后有 16 个孙辈回乡“打拼”。现在，儿孙们的事业顺风顺
水，对我十分孝敬。有两个儿子、儿媳与我住在一起，一日
三餐，都有他们陪着我吃。外出散步、上街他们都带着我
走。孙辈们每天都要来我这儿问候，玄孙们绕膝而行，让我
享受天伦之乐。现在，春节对我来说并不特别重要了，因为
我天天像在过春节一样，儿孙满堂的日子就是幸福！

（湖南省麻阳县 莫仄妹口述 莫开伟整理）

一位农村老人——

儿孙在身边就是福

据报道，最近许多地方的高档酒店、商务会所等遭
遇了一股“退订潮”，许多单位的团拜会、年会、答谢会
等出现大规模退订、退单的现象。

每年春节前后，是公款消费的集中期，今年这股
“退订潮”着实让人觉得新风扑面。这是中央出台“八
项规定”之后，各地转变作风、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带
来的新变化，老百姓拍手称快！酒店出现“退订潮”现
象，也提醒商家，要尽早调整营销策略。

怎样才能让“简朴之风”长盛不衰？笔者认为要依
赖于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严格财务收支预算，不给大吃
大喝者留“缝隙”。规范财务报销制度，把超标准和不符
合规定的招待费堵在门外。从源头上从严治理，坚持勤
俭节约办一切事务，从而形成常态化的工作机制。

（安徽天长市纪委 陈建国）

让简朴之风长盛不衰

近日，中央“八项规定”和有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通知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一名国有企业的老总给笔
者算了一笔账，他所在的公司一年参加和主办的会议
200 多场，如果能合并的合并，能精简的精简，能发个
文件的就不开会，能开电视会的就不必集中开会，仅此
一项，每年公司就可节省开支数百万元，燃油可节约数
百吨。试想，仅开会一项，全省乃至全国一年就可节约
上亿元的资金。

当然，厉行节约还包括如减少公车使用、集中办
公等等。我们要切实把各项节约措施制度化、长效
化，长期坚持下去，从根本上转变党风、政风和社会
风气。

（湖北当阳市供电公司 许贵东）

节约措施要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