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面对记者的采

访， 刚下火车的孙莉抑制不住重新踏上故土的

这份喜悦。“整整两年没有回家了，2010年因为

刚刚参加工作，一切都不是那么稳定，所以去年

春节是在上海和几个没有回家过年的老乡一起

过的，2011 年，工作算是稳定了，就提前请假回

家好好陪一陪父母……”说话间，孙莉压抑不住

回家的那份激动。

孙莉告诉记者，2010 年大学毕业后， 当年

11 月份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工作， 由于刚上班，

春节期间正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岗前培训，所

以春节就没有回家。“我能想到母亲那种望眼欲

穿、盼女儿回家的急切心情，大年三十晚上，和

父母通电话的时候泪流满面，不是我不想家，而

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孙莉告诉记者，培训

期间只有三天假期，而且没有公休，工资是基本

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当时身上只有不到两千元

钱的她只好放弃了回家过年的念头。

孙莉告诉记者， 前一段时间她看了一部名

叫《人在囧途》的电影，当她听到“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这句电影插曲歌词时，再也抑制不

住尽快回家的想法，第二天向人事部门请了假，

提前回家过年。“人总是在矛盾中作出选择，不

管是工作再忙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过年一定

要回家看看亲人。 ”孙莉说话间眼中似乎含着泪

水。

和孙莉一样， 也是提前回家过年的还有在

广州做软件开发工作的李大鹏， 面对记者的采

访，他向记者表示，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虽

然现在已经在广州买了房安了家， 但是根在鹤

壁，每年都要回家看看。“每年的年假都是在春

节才休，这样可以多和亲人、儿时伙伴聚一聚，

在纷繁复杂的南方，只有家才是港湾。 ”李大鹏

对记者说。

一些在外务工人员

对过年回家望而却步

在采访中， 一些打算回家过年的在外务工

人员也表现出了对回家过年的无奈，“开销太大

了， 春节在家待半个月， 半年的积蓄都一扫而

空。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在乎钱，而是现在外出

挣钱太不容易了。 ”面对记者的采访，老家在青

海湟中县， 现在在鹤壁开了一家制作防盗窗门

市部的李占民对记者说。

随后， 李先生给记者细细地算了一笔账。

“回一趟老家要先坐 10 多个小时火车到西安，

再倒车到西宁， 然后还要再坐 3 个多小时的汽

车才能到家。 回一趟家就需要 20 多个小时，路

费需要将近 800 元钱。 回家总不能空着手回去

吧，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在外地做生意，回家后人

家来看你，你总是要准备一些见面礼的，我们西

北人见面礼都是比较重的，少则一二百元，多则

就要上千元，再加上备年货、孝敬长辈、给小孩

子的压岁钱、 朋友聚会时的饭费……里里外外

算起来，最少也要两万多元，小半年的积蓄就这

么没了，这么大的开销着实让人承受不起，要回

家过年也只能‘打肿脸充胖子’，回家的好心情、

幸福感荡然无存。 ”李先生说到曾经回家过年的

经历就心有余悸。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打算今年不回家过年

了，等过完春节，车票也容易买了，再回家看看

亲戚朋友，“自己当老板，时间也充裕，啥时候回

去看父母都行。 ”李先生对记者说。

心提示

核

《女童胡超玲和她的无声家庭》后续

送上 1 0 0 0 元爱心款

热心市民匆匆离去

晨报讯（记者 周凯楠 秦颖 实习生

宋媛媛）1 月 10 日，本报 5 版刊登了《女童胡

超玲和她的无声家庭》后，多位热心读者打来

电话咨询小超玲家现在的状况和她家的具体

地址，还有一些热心市民带来了衣物、糖果、玩

具来到报社，希望记者将他们的爱心为小超玲

一家送去。

当日下午 3 点， 记者带着市民和晨报记

者、编辑捐赠的物品和糖果来到浚县新镇镇胡

岸村。 刚一进村，记者就看到很多村民在小超

玲家附近议论纷纷。 通过打听得知，就在记者

到来之前，几位来看望小超玲的好心市民刚刚

离开。

小超玲的婶婶胡春琴告诉记者，下午 2 点

多，有一家三口开车从大老远来到村里，为小

超玲家送来了两壶食用油、两箱牛奶、一袋大

米以及小孩的玩具，这家人在临走前还特意将

一千元塞到了小超玲爸爸的手里。“因为超玲

爸爸是聋哑人，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记下人家

的联系方式，直到我赶来询问后，人家也不肯

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只是说从报纸上得知超

玲家的情况后很难受，希望能尽一份自己的心

意帮助他们。”胡春琴在提到此事时十分感动，

她通过同村其他人得知那家人的车牌号为豫

FB00××，她希望借助晨报感谢这家好心人。

来自市民的爱心和关注给这个无声家庭

带来了不少温暖， 但对这个特殊家庭来说，限

制劳动能力的大人和孩子的生活问题让其他

村民也感到同情和担忧。 胡春琴告诉记者，像

超玲家里的情况已经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但

因小超玲 10 岁的脑瘫妹妹至今还无户口，所

以很难享受这项政策。“户口一事已经报上去

了，但现在一直没有办理下来，这小姑娘到现

在还是一‘黑孩儿’呢！ ”

得知这个情况， 记者立即找到了该村村

长。 得知记者来意后，村长表示目前小超云的

户口手续已经准备妥当，接下来会尽快送到派

出所进行办理，如果顺利应该会在年前办理完

毕。

截至记者发稿，不少市民仍在关注小超玲

一家，记者会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

市慈善总会

为敬老院送生活用品

晨报讯（记者 秦颖 实习生 宋媛媛）

“谢谢你们来看我们这些老人……”1 月 11 日

一大早，来自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和爱心人

士毕冬兰带着慰问品来到了淇县黄洞乡敬老

院为老人和五保户送去慰问和真挚的祝福。

上午 10 点， 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和爱心

市民一到敬老院， 几位老人就热情地围了过

来。他们为老人们送去了米、油、鸡蛋等生活用

品。 市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还与老人们拉家

常，给老人们送去快乐和温暖。 一声声关切的

问候，让老人们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每年都有很多热心市民来我们敬老院给

老人和五保户送生活用品， 大家工作这么忙，

还挤出时间来看望我们敬老院， 真是太感谢

了！ ”黄洞乡敬老院院长李桂林感动地说。

在和老人聊天的空当，市慈善总会工作人

员从车上拿出给每位老人买的毛毯，一一发给

老人。 今年 81 岁的李臣老人抱着毛毯说：“这

毛毯又轻又暖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铺这么

好的毯子。 ”临走时，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和爱

心市民又给老人每人发了 200元钱。

据了解，随着春节日益临近，除了黄洞乡

敬老院，市慈善总会已经前往了白寺乡敬老院

和大赉店镇敬老院， 为 36 位老人送去了一些

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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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过年新理念

在采访中，记者还看到了鹤城的外来

女婿小刘， 他今年跟着爱人来鹤壁过年。

“我和爱人都是独生子女， 妻子家是鹤壁

的，我家是山东烟台的，结婚三年来，每年

过年都在争执到底是去谁家过年，为此还

发生了不少口角。”小刘笑着对记者说。由

于不想伤害双方父母的感情，他们约定一

年在鹤壁过年，一年在烟台过年。

小刘告诉记者，过年回家本来是顺

理成章的事， 但对于那些结婚了的“80

后”独生子女而言，回谁家过年却成了一

个大难题。 近日，记者调查了解到，今年，

不少已婚的“80 后”观念有所变化，“一年

一家、轮流坐庄”等新方式逐渐被接受。

针对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的，一些外

来务工人员因为怕花销过大不敢回家过

年的情况，鹤壁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姓李

的心理学教师提出了他的看法，“过年本

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可是在过年时

渐渐形成的铺张浪费、比出手阔绰，让一

些辛苦一年的务工人员感觉到了回家过

年巨大的经济压力。其实这种压力恰恰是

这些人自己造成的。一些务工人员在回家

时，爱虚荣，要面子，给亲人带礼品时，总

是啥贵买啥，根本不讲究实用。其实，见面

礼只是一个表达关心的形式，而且亲人看

重的不是礼品而是一份心意。再比如给晚

辈的压岁钱，最终目的无非是图个喜庆吉

利，如果在数额上过于攀比和计较，不但

背离了压岁钱的本义，还会给双方带来心

理压力。 因此，回家过年，莫让诱惑变困

惑。 ”

□晨报记者 渠稳 秦颖 实习生 宋媛媛

1 月 8 日， 2 0 1 2 年全国的春运大幕正

式拉开， 不少身在异乡的游子也开始背上

行囊踏上了回家的旅途。 对于一些外出打

工的人来说，一年了，只有春节期间可以回

趟家，看看日夜思念的亲人，和儿时的伙伴

聚一聚，回味一下曾经的美好时光，谈一谈

出门在外的人生感悟。 可是对这些游子而

言，回家的路并不“平坦”，不是买票难就是

回家消费让人承受不起。 过年回家到底是

诱惑还是困惑， 成了游子们始终挥之不去

的问号。

1 月 1 0 日、1 1 日， 记者用了两天的时

间在鹤壁街头、鹤壁火车站等地段，采访了

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春节返乡的务工人

员，让他们谈一谈心中最真实的看法。

过年回家是诱惑还是困惑？

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为敬老院老人送毛毯。

晨报记者 渠稳 摄

对于一些因为担心花销过大而不愿

意回家的在外务工人员，另外一些在外务

工人员则表示，严格的休假制度让游子有

家难回。“因为要提前回家过年，我整年的

全勤奖算是泡汤了，但是和亲情相比这些

钱又算得了什么？ ”1月 11日凌晨 1时左

右，刚从火车站走出来的王超对记者说。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在武汉的一家科

研机构工作，他们的休假制度都是严格按

照国家法定假日来计算的， 除了公休之

外，不管是何种理由的事假，一年的全勤

奖就会泡汤。“我们单位的工资特别低，在

武汉一个月只有 1500 多元钱， 但是年底

的奖金有 6万元左右， 如果随便请事假，

将近 1万元的全勤奖就没有了。所以我身

边的一些同事，为了拿到全勤奖，都不敢

随意请假， 可是按照国家的法定假日，春

节假日算上双休也就 7 天，我身边的一些

家在湖北以外的同事，只能对回家过年说

不。”王超告诉记者，由于春节假期非常短

暂，他去年就没有回家过年。

和王超存在相同情况的外来人员还

有不少， 因为单位的休假制度非常严格，

而且和奖金挂钩， 他们不敢随意请事假，

所以，不得不在外地过年。“都说儿行千里

母担忧，可是，为了工作，我们只能留在外

地。”在采访中，从山东考到我市当公务员

的刘先生告诉记者，既然回不了家，只能

给父母多寄点儿钱回去，从心理上弥补一

下对父母的歉意。

严格的休假制度让游子过年难回家

事业不成誓不回家

记者在采访几位返乡的青年人中得

知，目前鹤城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游子今

年不准备回家过年，记者随后通过电话和

网络对其中两个人进行了采访。

1 月 10 日晚上， 记者电话联系了现

在重庆工作已经两年的鹤壁人小韩。小韩

告诉记者，他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一所

三本院校，现在研究生毕业已经两年了。

“公司放假较晚， 临近春节的机票价

格几乎是全价。我和女朋友俩人光房子的

贷款就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了，回家过

年的话父母又该为我们操心，我想等事业

有成后再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 ”说起不

回家过年的理由，小韩也满腔无奈。 他告

诉记者，女朋友家是驻马店的，“从重庆到

武汉火车票硬卧是 281 元，武汉到驻马店

硬座是 47 元，从驻马店到鹤壁硬座是 50

元。我俩人一起坐火车回家也得 800元钱

左右。 除了路费和春节开支，其实我个人

最在意的还是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很难融

入重庆这个社会。每年节假日同事们拜访

客户的时候我们小两口都会选择回家，这

次我们俩也希望能体会一下重庆的春节，

利用我国最重要的节日拜访一下我们的

客户。”小韩告诉记者，自己去年过年因为

订飞机票晚了，票价太高没有年前赶回家

过年，但是大年初三还是到家了，但那次

回家的开支让俩人半年没有缓过劲来，很

多计划都打乱了。所以今年他和女友商量

了一下不准备回家过年了，想利用春节在

单位多加点班， 顺便多和重庆本地的同

事、领导以及客户聚会交流一下，等过了

春节这个客流高峰期再回家。

与小韩情况略有不同的则是现在在

尼泊尔工作的鹤城女生蒙蒙， 她 2011 年

刚被分到国外工作，今年春节她也不准备

回鹤壁陪父母。

“2011 年公司派我到尼泊尔，我的各

项工作还没有熟悉，而且来回路费太高还

麻烦，我父母也建议我在尼泊尔先好好稳

定下，等明年过年再好好回家过年。”蒙蒙

告诉记者， 她之前在郑州工作， 总公司

2011 年 8 月份将她和两名同事一块儿派

到尼泊尔做业务，估计要待 3 年左右。 因

为自己的专业是英语，所以对尼泊尔本地

风土人情和语言还不太了解，她想利用假

期对尼泊尔好好了解一下。

“尽管我是女生， 可是我不希望自己

拖团队的后腿，只有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

比别人做得更好，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一年

中快速成长。 ”蒙蒙在网络上对记者发出

一个加油的表情，记者似乎看到了她坚定

的神情。 蒙蒙告诉记者，和她一起到达尼

泊尔的同事今年都不回国过春节，在他们

看来， 事业才是年轻人最应该放在首位

的。

1 月 1 1 日，从外地回到家乡的在外务工人员走出市长途客运总站。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