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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林润

近日，网友“高不冷的张老
师”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称：“从
传统的傻瓜相机到数码相机，在从
数码相机到单反，再到如今的航
拍。今年，用不一样的视角，记录
我的家乡漯河。”

网友“西湖牛肉干”：照片拍得
不错，把漯河拍得很漂亮。

网友“小包包”：航拍漯河，挺
新鲜的。

网友“阿喵”：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妖娆，不一样的惊喜，咱
大漯河就是美！

2月2日，一组航拍漯河春节的
照片，被不少网友纷纷转发点赞。
这组照片利用了近几年比较流行的
航拍，也就是网友口中的“上帝视
角”，展现了不一样的漯河。从高空
俯瞰，沙澧大地万家灯火，分外美
丽，沙澧河穿城而过，仿佛两条碧
绿的丝带。不一样的视角，给网友
们带来了别样的视觉冲击。

记者注意到，这组照片分别拍
摄了漯河大桥、沙澧河两岸的雪景
以及金山路附近的夜间景色，看起
来很漂亮。

当日下午，记者联系上了网友
“高不冷的张老师”。记者来到科教
文化艺术中心前的广场上见到了网
友“高不冷的张老师”。个子高高
的，穿着一件牛仔外套，手里正拿
着遥控器操纵着机器。网友“高不
冷的张老师”名叫张志巍，90 后，
一名土生土长的漯河人，如今是四
川传媒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广播电视
编导专业的一名教师。

“平时工作都在成都，很少回漯
河来。”张志巍告诉记者，这次趁着
假期回到老家漯河和家人团聚，除
了陪伴家人，他还想利用自己的专
业特长，找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拍
一些和家乡春节有关的照片。

“每次回来都感觉家里变了个
样，这次回来想着用航拍机拍下
来，做个记录。”张志巍说，除了拍
照留做纪念，他还想等到下一个春
节的时候，把这些照片拿出来对比
一下，通过对比，记录漯河发展，
感受城市变化。

□本报记者 潘丽亚 吴艳敏

2月5日，网友“词不达意”在微信朋友
圈发消息称：“这么快，春节七天假就没有
了，感觉自己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结束了。不
想起床，更不想上班，怎么办？节后综合征
来了！”

网友“随风摇曳”：哎！假期过得真快，
要是春节假期有半个月就好了。

网友“花香”：知足吧，该收心上班了，
不要异想天开了。

网友“柠檬酸酸”：大年初七，我的“悲
催”生活就又开始了。

昨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词不达意”，
他告诉记者，他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初七就开始上班了，但是心还在假期里。假
期里都是睡到自然醒，这第一天上班都迟到
了，起不来。”网友“词不达意”说，“晚上睡
不着，白天起不来，感觉自己患上了‘节后综
合征’。”

随后，记者根据网友“词不达意”反映的
情况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市民在假期过
后都多少有一些不适应。“过年期间每天大鱼
大肉，有时候还要喝点酒，时间一长，就感
觉肠胃很不舒服。”市民李女士说，春节假期
过后，她总是感觉胃涨，到医院一检查才知
道是消化不良。医生告诉她，这是因为过年
期间吃的东西过于油腻，引起肠胃不适，建
议她近期都食用一些清淡的食物，如小米
粥、青菜等。

而一些上班族则是在春节假期结束后，出
现“晚上不睡，白天不起”的“节后综合
征”。造成上班迟到，上班期间精神不振，注
意力不集中等。

对此，我市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邹冬妮表
示，作息不规律以及睡眠不足会导致人们在工
作时注意力不集中，使工作效率降低，因此需
要人们及时调整心态，自我调节，可以选择和
亲友倾诉、交流等方式纾解情绪。

邹冬妮说，近年来，年轻一族越来越成为
“节后综合征”的高发人群，主要是大家在春
节假期里各种聚会较多，加之过年期间大多人
对自己的要求都有所放松，从此打乱了原有的
生活规律。所以节后要在补充睡眠、清理肠胃
的基础上，尽快调整心态、加强锻炼，以更为
饱满的姿态迎接节后的工作和生活。

网友春节航拍漯河“上帝视角”展现城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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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艳敏

近日，网友“随遇而安”在微信
朋友圈发消息称：“过年回家给孩子
们发压岁钱，居然都不要现金，让我
发微信红包，实在让我惊讶。”

2 月 3 日，记者联系到了网友
“随遇而安”。她告诉记者：“我在北

京工作，春节带着孩子回漯河过年。
走亲戚时，我给几个‘00 后’孩子
发压岁钱时，几个孩子都让我发微信
红包。还说他们自己会提现，不然钱
又要被家长拿走了。”

“我给他们每个人 300 块钱，让
我转微信上，总感觉别扭。”网友

“随遇而安”说，“给孩子发压岁钱是
一种过年习俗，直接转微信红包，感
觉少了一种仪式感。”

“90后”的小刘是一位老师，她

告诉记者：“我们小时候是不好意思
要压岁钱，现在的小孩都是主动出
击。还没等到除夕，几个侄子已经在
微信里要红包了。”

如今，不少“00 后”面对压岁
钱表现得不再“羞涩”，“恭喜发财，
拒绝现金，请发微信红包”也成了当
下“00后”们的口头禅。“感觉孩子
们更喜欢这种方式，或许这样可以避
免压岁钱直接被家长‘没收’吧。”
34岁的市民孙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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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 有的孩子只要微信红包

□本报记者 杨 旭

2月1日，一位网名“落离”的
女孩就在朋友圈发文称：“回家六
天，被安排了四次相亲，妈妈的热情
让我喘不过气。”

网友“杨柳青青”：我也相过几
次亲，最尴尬的就是两个陌生人根本

不知道聊些什么。
网友“君临天下”：我和我媳妇

就是相亲认识的，祝你成功！

2月2日，记者见到了“落离”。
她今年 28 岁，在郑州一家银行工
作，由于工作忙碌，她根本无暇恋
爱。谈起妈妈安排的四次相亲，她
说：“几乎是每天见一个，其中有性
格开朗的，我觉得太能言会道的人不

可靠，也有沉默不语的，又觉得场面
很冷很尴尬。总之，没有一个成功
的。唯一的感受就是，自己的年龄真
的大了，从妈妈担心我谈恋爱，一转
眼就开始担心我的婚事了。”网友

“落离”还表示，春节的几天宝贵假
期，就想和亲人、朋友团聚团聚，然
后彻底放松地休息几天。不过，她也
打算在 2017 年用心找一个合适的
人，争取明年带回家过年，不让妈妈
再为她担心。

每逢佳节被相亲 单身青年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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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不想起床、不想上班……

假期结束，该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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