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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变迁

“前几年的春节，家里基本上
都不用做饭，一家五口每人带个
红包，都在外面‘赶场子’吃席。”这
个春节，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大
福镇新桥村村民李石中终于可以
摆脱“不堪重负”的应酬，过个“真
情年”了。

说起过去摆酒的“套路”，可
谓是花样百出。大福镇一位居民
告诉记者，自己不仅吃过“二胎
酒”“二婚酒”，还吃过“出狱酒”。
李石中说，为了尽量“多赚钱”，当
地不少生日在夏天的村民，会把
宴会推迟到春节，因为这时在外
务工的人都回来了，这就是自己
一家人春节期间“赶场赴宴”的主
要原因。“我一年纯收入在 1 . 5 万
元左右，但前年一年就参加了
100 多场宴席，送出礼金 2 万多
元。”李石中说。

除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过分
摆酒还带来攀比浪费。有 2000 人
的安化县江南镇马路新村，一年
燃放的鞭炮价值达到人均 1500
元。村主任王良元说，以前大家放
鞭炮喜欢“造势”，不仅丧事鞭炮
一万元“起步”，还有喜事鞭炮客
人敬一挂、主人回一挂的讲究。有
些在春节期间摆酒的村民还会
“斗炮”，谁放得越多，就越有面
子。每次几卡车的鞭炮燃放起来，
可以让整个村子满地碎屑、看不
清人。

在主人房前的路上摆满充气
拱门，也是十分流行的形式。大福
镇居民周艳告诉记者，她曾数过
一场普通农户宴席的拱门数量，

共有 80 个。“其实并没有实际作
用，但租一个的费用每天要 100
块。”她还说，由于每次宴席的菜
品都很雷同，所以“总是让人提不
起食欲”。宾客离开后，剩下将近
一半的食物最终都会被倒掉。

2017 年大年初一，在大福镇
小尧村的春节晚会上，村委会提
出的限制摆酒送礼的建议当场得
到数百位村民的支持。几天后，这
条建议被正式写进村规民约里。

“除了婚丧，几乎所有摆酒名
目都被禁止了，生日宴请也只有
60 岁以上‘逢十’才被允许。”小尧
村村支书肖业勋介绍，村里不仅规定了 100 元的礼金
上限和 20 桌的宴席上限，禁止燃放鞭炮和摆放拱门，
还成立了村民监督委员会，每次都会有三四名委员在
摆酒现场对礼金金额进行监督。“这些规定实施到现
在，还没有人违反。”肖业勋说。

这条村规民约很快得到了更多村庄的响应。在马
路新村，“斗炮”的现象没有了，村庄开始变得安宁和干
净。李石中的礼金支出，在 2017 年一下缩减为不到两
千元。

“其实大家都从心底反感摆酒，可就是放不下面子
不去，又不甘心自己不摆酒。”肖业勋说。相互摆酒赴宴
曾是维系邻里关系的主要手段，但现在被越来越丰富
的业余生活取代。“今年，我们村筹备了一台有 20 多个
节目的春节晚会，全部都是村民自愿报名的。”肖业勋
说。

肖业勋还向记者展示了一个名叫“小尧人民一家
亲”的微信群，里面一份密密麻麻的捐款名单，让记者
在屏幕上划了好几下，才从开头拉到了结尾。肖业勋
说，今年春节，村委会号召大家捐款捐物对贫困户、五
保户和孤寡老人进行慰问，响应的村民特别多。

(记者周勉)新华社长沙电

民 俗 之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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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刚过，一张“能转走疾病”的“佛系保佑妈妈
图”刷爆微信朋友圈，不少人接力转发为父母祈福，热
度之高连画作原作者都始料未及。这位作者辟谣“没有
特殊含义。希望大家过年多陪陪家人，陪伴才是最好的
献孝心方式”。

孝在中国被称为百善之首。互联网的发达，为很多
人提供了表达孝心情感的新渠道。“朋友圈”里那些祝
福和祈祷，既有国人对父母“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亲情，
也包含了儿女“难报三春晖”的思念、愧疚、反思……这
些情绪的汇聚、发酵，激发起更多孝心孝行。

在“隔空示孝”的同时应当明白，孝心重在身体力
行。曾经，“父母在，不远行”是为孝。时代变迁，今天，拼
搏的人往往天各一方，行孝自然不可能囿于此念。从牙
牙学语到奔向社会，子女每成长一步，都意味着离父母
更远。成家立业后，父母由天天在一起相伴的家人，变
成了手机通讯录里的名字；儿女对父母的孝也由时时
承欢膝下，变成了一句遥远的问候。陪伴，这种生活的
必需品，成了很多人难以拥有的奢侈品。

“家里挺好的，放心吧。”这句话很多离家的人都听
过，但它背后浸透的思念谁能体会？当你在外拼搏了一
年，年迈的奶奶做好粉蒸肉等你回家，她期待的是又可
以拉着小孙子小孙女的手说说话；当老爸老妈用一桌
儿时的味道洗去你一年的疲惫，所求的只是与你静静
地相聚几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朋友圈”里的孝心可
褒，走出“朋友圈”的陪伴却更可贵。

在“朋友圈”里表达完孝心后，千万记得要接过妈
妈手里正在洗的碗，拿起爸爸打扫卫生的拖把，或是帮
他们揉揉酸疼的肩膀，陪他们坐下拉拉家常。“我爱你”

不一定用嘴巴说给父母听，但一定要用行动让他们感
知到。

“儿女灯前，父母膝下”是人生至福。每一个能用行
动直接向父母表达孝心的日子，都应该成为儿女“分秒
必珍”的美好时光。

(记者姜伟超)新华社兰州 2 月 18 日电

■新华时评

春节尽孝

不能止于“朋友圈”

据新华社银川电(记者何晨阳、杨稳
玺)“我是做白酒生意的，但今年买了一双
运动鞋和一副乒乓球拍给父亲做新年礼
物。”宁夏银川市民王晓说，往年拜年都少
不了酒，如今，运动元素很受欢迎。

王晓说，他父亲去年和几位好友一起，
坚持晨跑和打乒乓球。在好友的督促与鼓
励下，老爷子不仅逐渐养成了运动习惯，还
戒了烟，连酒也喝得少了。

王晓的选择并非个例。“往年春节前几
天是淡季，现在除夕当天我还要营业到下
午 5 点。”在银川市湖滨街经营一家体育用
品商店的李亚红说，春节期间体育器材和
装备也迎来了销售“小高峰”。

全民健身大潮里，今年春节期间，宁夏
各地不仅有亲戚朋友自发购买、馈赠的运
动服、球拍等比较具体的体育年货，也有体
育部门专门送给群众的“体育年货大礼
包”。今年春节期间，宁夏“体育健身大拜
年”活动，将持续至 3 月 31 日，共计 292 项
体育活动将助推群众运动过节。

据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高少华、龚雯)
通过手机 APP 随时购买新鲜食材而不再
囤年货，伴随新零售和生鲜电商崛起，许
多都市族的过年习俗正在改变。

记者从新零售企业盒马鲜生获悉，
2017 年 12 月中旬开始，盒马推出了年夜
饭套餐预订服务，随后，许多提供包间服
务的盒马门店，除夕和初一的晚市包房被
全部预定。

除了尝“鲜”体验年夜饭服务，一些消
费者通过手机 APP 随时购买新鲜食材，不
再囤年货。

新零售时代的到来，生鲜商品打破了
物流、保存、销售时间等因素的制约，人们
囤货过年的习俗正在改变。

在专家看来，生鲜食品是消费者节假
日消费的刚需。在消费升级趋势下，人们
购买生鲜商品时，越来越关注商品品质以
及购物体验。在这方面，新零售的魅力逐
渐显现。

年 货 之 变

新零售时代

都市族不再囤年货

全民健身潮

让体育年货热起来

书香里的别样大年
▲ 2 月 18 日，一名读者在江苏扬州钟书阁书店选书。

春节假期，人们选择在图书馆和书店度过，为自己“充电”，在书香中过个别样春节。

新华社发（濮良平摄）

据新华社武汉电(记者李劲峰)春节前，武
汉军运会军运村建设工地上 52 岁的泥工邵连
生，做完节前工期任务，和老婆一起踏上了回家
的路。

这位家在湖北省团风县方高坪镇杜堡村的
农民 30 年返乡经历，折射了中国近 3 亿农民在
外打拼、生活的变迁。

返乡这天早晨 7 点多，记者赶到工地，邵连
生夫妇正从宿舍出来。与早些年将衣物、铺盖、
年货等打成几个包背在身上，着急忙慌赶火车、
汽车不同，这回他们两手空空，在工地门口坐上
了前一天就约好的出租车。

“我和老婆都在工地上忙，没时间准备年
货，所以在回家路上先去商场超市买年货。”邵

连生说，从工地到家不到 100 公里，车程一个
半小时左右，“包车回去快，带年货方便，这一
趟 260 元直接送到家门口”。

初中毕业在家种了两年地后，邵连生在
1985 年开始外出务工谋生。邵连生说，过去
30 多年，他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辗转过大
江南北数不清的工地。“那会儿回乡，被褥衣
服、泥刀工具，甚至连吃饭的碗筷，都塞进两
个大蛇皮袋。”邵连生说，一路走着一路叮咣
响，一看就是农民工。

“把东西都带着回家，肯定累呀，还不是
因为穷嘛。”邵连生回忆道，“有一年路过天津
时，在站台上狠心花 10 块钱买了两根大麻花
当年货，村里邻居都来看稀奇”。

不一会儿到了超市门口，出租车在停车
场等着，邵连生夫妇一起下车采购了不少熏
肉、糖果、白酒，还有春联、红包等年货，一共
花了 1000 多块钱。大包年货塞满了轿车后

备箱大部分空间，他俩还特意给过年回家的
10 岁外孙女买了两件童装，“外孙女都上小
学二年级了，平时陪得少，过年得多嘱咐几
句”。

“现在务工收入高了，过年回家，工友们
大多都轻装上阵。以前觉得很值钱的那些宝
贝，现在都不稀罕了，大不了重新再买一套。”
邵连生笑着说，很多长途返乡的工人，都是拖
着一个行李箱就走了。在车站、机场，除了皮
肤黑些、粗糙些，其他和正常出差、出游的市
民没啥区别，“有些年轻人，甚至直接在网上
买年货，连行李都一起快递回家，那是真正的
空手返乡”。

记者在邵连生所在的军运村建设项目生
活区看到，工人宿舍内高低单人床取代了传
统的大通铺，空调、洗衣机、24 小时热水、电
瓶车充电桩配备齐全，停车场停满了挂着各
地牌照的汽车。

“不少工人都买车了，一些打工多年的工
人开着私家车来干活，已经成了半个城里
人。”中建三局军运村项目部负责人尹天明
说，为务工人员开设停车场现在已是项目部
标配，可还是不够用。过去建设工地少，工地
选工人，现在反过来是工人选工地。

每年上亿人次的外出务工农民，不仅是
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家巨大变化的突出贡献
者，同时也是个人生活的明显获益者。

“我们农民工刚好赶上了这个巨大变
化。”邵连生说，现在工作机会多了，腰包鼓
了，不少人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工作，“很多人
都成了新市民”。

邵连生在回家的车上眯着眼，跟一路随
车的记者念叨着夫妇俩过去一年务工纯收
入，“超过 10 万元了！”他对老婆说，“明年我
们也买台车，别舍不得这点钱，往后逢年过节
都能开车回家，生活水平就真的奔小康了。”

过去肩挑背扛像逃荒，如今轻装返乡像出游

务工农民回家，行囊不再“一路叮咣响”
返 乡 之 变

新华社济南 2 月 18 日电(记者邵鲁
文)刘爱国，59 岁，济南客运段济南至深圳
普速列车列车长。春节假期，由于人员紧
张，刘爱国所在的车队承担了济南至深圳
的高铁列车乘务工作，让这位老列车长在
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春运，踏上了以
前从没想过的动车岗位。

以 59 岁“高龄”当上了济南客运段高
铁动车列车长，让刘爱国成了段里年龄最
大的动车列车长。“虽然此前接受了培训，
通过了考试，但毕竟都是纸上谈兵。”刘爱
国说，在动车上，新设备、新要求、新的服务
变化，对于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

为了尽快适应，这位“老兵”十八般武
艺齐上阵。记者看到，刘爱国随身带着两个

小本，一个红皮一个绿皮，红皮本记录列车在
运行时的重点工作事项，绿皮本则用来记录
他向“高姐”请教的各种小要领，包括小桌板、
遮光帘，终端机、应急设备的使用等等。

“老兵”上新车，“头疼”的可不只是硬件
设备，刘爱国很快发现，自己在服务上又遇到
了新难题。由于长期在普速列车上服务，几十
年来，在车厢内大声提醒旅客注意到站，强调
安全事项、物品看管等内容，让刘爱国养成了
大嗓门的习惯。但在动车上，则严禁乘务员大
声喧哗影响旅客休息。于是，自从当上动车车
长后，他给自己定下了每节车厢走三排提醒
一次的提醒方式。

从普速列车到动车，刘爱国身上的几把
钥匙见证了他 40 年的工作轨迹。刘爱国说，
1978 年刚开始跑车时，他所在的列车是 21
型客车，那是中国铁路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
代主型铁路客车。当时还是烧水工的他用的
是“五联钥匙”，就是五把钥匙合在一起，各有

用处，车门要用一钥匙，硬席车、硬卧车、软卧
车是三种不同钥匙，备品厨又是一把钥匙。

“那时候是烧煤供暖，车门密封效果也不
好，特别容易冻上，开个车门得一手拽着把手
一只脚使劲踹门。”刘爱国回忆。后来，21 型
车逐步被 22 型、25 型车所替代，刘爱国的钥
匙也从五联变为了单联。“25 型车的钥匙握
把位置是弯的，容易使得上劲，开车门已经很
方便了。”刘爱国拿着手中的两把钥匙比划
着。

“高铁不仅车速快，连车门钥匙都省了。”
刘爱国说，现在的他已经和钥匙说再见了，但
身上带的东西却变多了。值乘高铁的时候，光
对讲机就要带两个，还有票机、查询机各一
个。乘务包重了，肩膀上的担子也重了。

“中国铁路的发展，我用 40 年时间亲身
经历了。能在退休前到动车上工作，实现了自
己一直以来的心愿，心里很是感慨！”刘爱国
说。

老车长遇上了新鲜事

“高铁不仅快，连车门钥匙都省了”

春 运 之 变

曾几何时，扫货团成为中国旅游团的代名
词，“买买买”似乎是国人海外游的永恒主题。然
而，在今年春节旅游季，这种刻板形象正悄然发
生改变。

新华社记者观察发现，较之过去，中国游客
的海外消费变得更精明、更精致、更精细。这些
显著变化正带来全新变量，激励全球服务商与
时俱进，与中国需求同步升级。

消费行为“更精明”

今年春节，澳大利亚悉尼以西的著名景区
“三姊妹峰”依旧是中国游客扎堆观光的旅游目
的地。

景区观景台上的礼品店里，各类商品应有
尽有。来自北京的王先生一家四口买了皮制的

考拉熊钥匙扣、几张风光明信片和金属镂空
书签。但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时候，别人
说什么好我们就买什么，买了三个行李箱，都
装得满满当当。这回我们只想买自己需要、有
纪念价值的东西。”正结账的王先生边说边接
过收银员递上的小纸袋。

像王先生一样，如今不少中国游客正告
别非理性和炫耀式消费，消费行为趋于理性，
荷包捂得更紧，预算做得更细，出手更加慎
重、精明。

对此，中国旅行社德国公司总经理张宇
红深有感触。他说：“国人出境游一味‘买买买’
的现象已发生改变，如今中国客人更加实际。
现在更多人会根据个人需求，货比三家，理性
购物。”

消费结构“更精致”

“过去，保健品和观光游是国内游客的主
要支出项目，如今子女游学、艺术鉴赏与收

藏、健康养生等服务类、文化消费类开支，正
崛起为中高端团的新主流。”总部位于澳大利
亚墨尔本的新石器留学移民公司总经理李天
告诉记者。

李天所说的这一新现象，在欧洲游市场
也得到了印证。近年来，英国以其独特的旅
游资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今年春
节，不论是伦敦主要景点和博物馆，还是在
牛津、剑桥等名校所在地，随处可见中国游
客的身影，其中不乏游学团和深度主题游
团。

李天认为，中国游客的精致化旅游趋势，

会带来更高层级的行业竞争，服务商需要比
拼创意和服务，提升旅游体验，赚“聪明钱”。
这可能引发一轮行业转型乃至洗牌。

消费形态“更精细”

今年春节，中国游客吴燕华和张鹤夫妇
选择在巴西自助游半个月，他们要去里约热

内卢、伊瓜苏瀑布、亚马孙雨林、圣保罗等地。
为此，夫妇俩做足了功课，他们预订热门

酒店，选择中文导游服务，下载巴西热门旅游
应用，以方便沿途所需。

这种旅游方式体现了国人海外游小型
化、分众化、精细化的新消费形态。对此，张宇
红说，前些年动辄三五十人的旅行团颇多，动
辄欧洲十国游，“现在的旅行团则很多是私人
订制，团队小型化，舒适度大大提高，时间不
赶，行程不紧，可以睡到自然醒。”

在日本，记者发现，小众景点新鲜游和大
众景点深度游已成为中国客赴日游的新潮。
譬如，离东京不远的伊豆正成为继富士山、箱
根、镰仓等之后的新兴热门目的地。

如今，中国客海外游玩的新特点、新趋
势，正倒逼商家作出必要调整，以便在市场营
销、技术应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胜人一筹。
(执笔记者：马湛、傅云威；参与记者：乔继红、
邓茜、李骥志、宋聃、张启畅、张武岳、钱铮、王
腾飞、马曹冉)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春节海外游，中国客不再盲目“买买买”

海外消费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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