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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过去了，感受如何？

有人说快乐 有人说太累
□本报记者 吴艳敏 潘丽亚

无论是返程中的游子，还是仍未离
家的学子，对每个人而言，春节是一次
亲人重聚、难以忘怀的假期。2月2日，
记者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看看他们对
今年春节有哪些感受。

亲朋好友相聚 其乐融融

今年的春节过得如何？2月2日，记
者随机采访了30位市民。其中，有些市
民表示这个春节聚会比较多、花钱也不
少。“趁着过年，亲朋好友好不容易聚在
一起，叙叙旧，拉拉家常，感觉很温
馨、很高兴。”家住海河小区的王女士
说，虽然春节期间，吃喝玩以及给老人
和孩子送红包花了不少钱，但一年难得
有这一次机会。

在采访中，有半数以上市民表示今
年春节过得很高兴。

花费超支不在少数

“90 后”王女士在一家企业上班，
她告诉记者，春节之前就开始买年货
等，大年初六一看银行卡上，就只剩
3000多块钱了。

“本来卡上存了两万块钱，过年给父
母5000块钱，家里很大一部分年货是自
己花钱准备的，过个年像处理银行里的
存款似的，存了一年的钱在短短的几天
里就花掉不少。”王女士说。

在一家企业工作的周先生向记者
诉起了苦：“今年回老家，家里的孩子
加起来一共 10 个，加上走亲戚散出去
的压岁钱，少说也得有五六千，本来
打算每人给二百块钱就行了，没想到
和我同辈的人都给我的孩子 300 块钱，
没办法我也得硬撑着，为了面子上过
得去。”

近 7 成被采访者表示，过年过的是
心情，是团聚，是一家人的和和睦睦，
但没想到过年买礼品、走亲戚、买年
货、发压岁钱等，几天下来就花超了。

走亲访友感觉累

一谈到过年，“80 后”肖婷一脸疲
惫。她告诉记者，年前为买回家的火车
票，折腾了好几天，还要忙着给亲戚朋
友买礼品。马不停蹄赶回老家后，就开
始奔走在亲朋好友之间，除了聚会，就
是打麻将，根本没睡过囫囵觉。

当记者问到市民王爽对今年春节的
感受时，他说：“初一就带着老婆孩子回
家开始走亲访友拜年了，天天大鱼大肉
酒不断，肠胃也跟着受累，但自己也很
无奈。”

“我的寒假作业还没有做完呢，马上
就要开学了。春节期间和爸爸妈妈走了
4天的亲戚，哪有时间写作业啊。”今年
15岁的刘博航告诉记者，过年本来是放
松的，平时的作业也没有假期的多，感
觉时间都花费在了写作业上。

春节传统年味变少了

在事业单位上班的小吴说，小时候
特别盼望着过年，不但有好吃的，还能
穿上新衣服，那时虽然生活水平不高，
但街道两旁都是出来休闲的人。“现在肉
吃腻了，还有了攀比的风气，年过得是
越来越没意思了。”

小吴说：“记得小时候过年，大家
都很兴奋，小孩们成群结队在一起玩
耍。现在小孩们也不成群结队一起玩
了，对孩子们而言，手机、平板电脑、
电子游戏更有魅力。以前走亲戚，都是
到人家家里去吃饭，今年都是在外面饭
馆吃饭。饭局也是索然无味，大多数人
见面拿着手机聊微信，草草吃完饭，大
家赶紧找地方打麻将，一点过年的气氛
都没有，真正陪家人的时候并不多。”

市民袁博在上海开了一家公司，近几
年在同学圈里混的还错，他告诉记者，节
前就收到了高中同学的邀约，尽管他心存
顾虑，但是拗不过热情还是前往参加，

“这一去感到很受伤，简直就是从头到尾
的炫耀，感觉同学聚会变了味。”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月29日是大年初二，网友“莹子”发
布朋友圈：家中其乐融融，小辈纷纷给长
辈磕头（如图），长辈则递上压岁钱。

磕头拜年，你家还有这个习俗吗？
近日，记者采访了网名为“莹子”的市
民赵莹。赵莹告诉记者，她家里给长辈
磕头拜年的规矩一直都有，不仅她和弟
弟妹妹们要给爷爷奶奶磕头，爸爸妈妈
和姑姑姑父们也都有向老人磕头的习
惯。“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一家人不论
老少都有压岁钱。”

赵莹向记者介绍道，大年三十的晚
上她的爸爸和两个姑姑会给爷爷奶奶拜
年。大年初二这一天，一家人又聚在一
起，便开始磕头拜年环节。先是赵莹的
长辈们排成一排，一起给爷爷奶奶磕头
拜年，然后就是她和几个弟弟妹妹紧随
其后。

“磕头拜年一直是家里的传统，家人
也非常和谐友爱。”赵莹说，2016 年她

刚结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但她希望
能把这个传统在自己的小家里传下去，
让一家人和和美美、充满欢乐。

采访中，不少网友和市民也表示，
拜年的方式有很多，磕头算是其中一项
极具仪式感的，表达的是一种对长辈的
敬意、感恩和祝福。

磕头拜年 你家有这个习俗吗？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姚晓晓） 1
月31日，网友“旋转木马”发消息
称：“在异国他乡的车站捡到了一个
行李包（如图），等了两个多小时终
于把包还到了失主手中，心中很满
足，觉得自己棒棒哒。”

近日，记者联系了网名为“旋
转木马”的王佳 （化名） 了解当时
的情况。原来家在漯河的王佳春节
期间和闺蜜一起去韩国旅游，1 月
31日下午，在首尔的一个公交车站

等车回宾馆时，发现车站座椅上有
一个行李包。“那个车站很偏僻，当
时只有我们两个在等公交，发现这
个行李包后，我们就等了一会，看
会不会有人回来取。”王佳说。

王佳告诉记者，她们需要乘坐
的公交车35分钟才有一班，等了半
个多小时也没有人回来，就想着打
开包看里面有没有失主信息。打开
行李包一看，证件信息上显示的是
中国广东。

“没想到捡到的还是我们同胞的
行李包，里面有很多现金，可就是没
有联系方式，我们拨打了大使馆的电
话，工作人员说让我们把包交还到机
场的失物认领处，可我们怕失主想不
起来去机场认领，就想在原地再等一
会。”王佳说，两个多小时后，终于
见一个人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核对信息后我们就把包还给了
他，他不停地对我们说谢谢，我们
心里也觉得暖暖的。”王佳说，我觉
得换成别人也会这样做，异国他乡
丢了行李包肯定会很着急，我们没
有给中国丢脸。

国外捡到行李包
漯河姑娘等失主两个多小时

本报讯（记者 张玲玲）乘坐公
交车时，发现座上有一沓现金，没
有一丝犹豫，她拿起来就交给了司
机，司机及时交与调度管理员……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6600元现
金完璧归赵。1月26 日，失主王朝
阳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市公交集团，
表达谢意。

1 月 22 日上午，放寒假的于珍
珠在市区桂江路汽贸物流城公交站
乘坐 102 路公交车去串亲戚。上车
后，于珍珠找好座位准备坐下时，
发现有一沓现金，当时车内只有她
和司机。

“这是谁的钱？”于珍珠把钱拿
了起来，交给了司机，希望司机能
帮忙寻找失主。“这么多钱，失主肯
定会过来找的。”司机李帅文说，车
辆到站后，他将现金如数交给了调
度管理员。

然而，这笔现金却等来了多位
“失主”。调度管理员便将这笔钱上
交到了公交集团稽查处。经过向于
珍珠询问捡钱时间、座位位置等细
节，并与多名“失主”逐一核实情

况后，最终确定了失主王朝阳。
据王朝阳介绍，当天上午10点

半左右，他拿到一万多元工程款
后，便乘坐 102 公交车回家。到家
后，他发现钱少了。

“肯定是下车时落在公交车上
了。因为现金比较多，钱包装不
下，我就把剩下的一沓现金和钱包
一块装在了屁股兜里，可能是下车
时钱从兜里掉出来了。”王朝阳说，
本来我都不抱希望能找回来了，爱
人劝我去公交集团问问，我就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去了。

王朝阳告诉记者，他拦到一辆
102 路公交车，询问到了调度室。
没想到半个小时后，他们回复说有
人捡到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王朝阳兴奋地说。

1月26日上午10点，为了表达
谢意，王先生将一面写着“拾金不
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送到了市公交
集团，并拿出一部分现金递给于珍
珠，但被于珍珠拒绝了。“捡到东西
及时归还失主是应该的，我只是做
了自己应该做的。”于珍珠说。

乘公交发现6600元现金
市民拾金不昧交给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