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 K 歌热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

今年春节，很多市民与家人
朋友结伴走进练歌房（

KTV

房），感受别样春节。
1

月
30

日，记者在走访
了新区两家练歌房后发现，
春节期间到练歌房唱歌的人
还真不少。据一家练歌房的
服务员说，平时练歌房的生
意主要集中在晚上，客人多
以年轻人为主。今年春节期
间，白天到练歌房唱歌的客
人甚至超过了晚上，客人老
少都有，且以一家人结伴前
来的居多。

在新区一家中高档练歌
房，记者见到了与家人朋友
一起来唱歌的王先生。王先
生说，每年春节他都要和中
学时候的朋友聚一聚，因为
难得一聚，每次聚会都会喝
很多酒。今年大家提前约好，
少喝多吃多聊，吃过饭后到
练歌房唱歌。这次大家都玩
得很尽兴。
“春节练歌房生意火暴

的原因有三：一是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大家已不再满
足春节仅是吃吃喝喝了，更
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二
是亲朋好友聚会，一起唱唱
歌跳跳舞，既能娱乐，又能增
进感情，而且唱歌老少皆宜，
不受年龄限制。三是大部分
练歌房春节期间白天不涨
价，二三百元的包间费对普
通家庭来说还可以接受。”市
民许先生道出了春节期间练
歌房生意火暴的原因。

逢年过节，同学聚会几
乎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内
容。而随着形式化的加重，
一年一度的聚会渐渐变了
味道，在很多人眼里同学聚
会甚至如同鸡肋，“食之无
味，弃之可惜”。

◆聚会容易交流难
通信工具的发达使得

人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
越容易，不论你身在何处都
难逃聚会发起人的追踪。

碍于情面，受到邀请的
人都会准时出现，然后便是
毫无新意的吃饭、唱歌。虽
然大家嘴上说着常联系，但
多半聚完会后便鲜有音讯。
“其实很多次都对聚会

充满期待，想象着同学到一
起会如何亲切，但总是失望
而归。唯一的‘收获’可能就
是手机里又多了几个人的
号码，其实多半不会联系。”
小静说。
“发现每次聚会时去的

人我都不是很熟，在学校时
就很少交流，毕了业就更陌
生了，跟他们在一起没话
说，感觉特别扭。下次再搞
聚会就不去了！”玉玉说。

◆“聚会就是发牢骚”
“一堆有着相同境遇的

人聚到一起发牢骚”，这是
李慧对同学聚会的解读。

李慧去年大学毕业，在
“大学生就业难”这一言论
满天飞的情况下，又遇上国
际金融危机，她恰恰跨入了
不太幸运的行列中，几经周

折在一家小房地产公司做
起了文员，其中的滋味只有
她自己知晓。

和大学同学分开已半
年有余，今年春节聚会，他
们选在了郑州母校。据李慧
讲，他们这群刚走出校园的
年轻人因为刚开始独立面
对生活，常会遇到一些不顺
心的事。同学聚会正好充当
了一个排解郁闷的场所，他
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老板、工
作和生活，各种抱怨很快就
引起大家的共鸣。于是，同
学聚会变成了“牢骚会”。
“当时会觉得很过瘾，

事后想起来又觉得挺幼稚
的，抱怨根本无法解决任何
问题。大家聚在一起不容
易，本来应该好好叙叙旧，
联络联络感情，谁曾想负面
情绪相互传染，搞得谁心里
都不舒服。”李慧告诉记者。

◆聚会归来有落差
小张参加工作三四年

了，现在在一家食品公司做
业务员，收入还算过得去。
尽管如此，参加完前天的初
中同学聚会后，她的心里还
是产生了焦虑。
“初中同学已经七八年

没见了，说心里话，挺想念
那帮朋友的。但是，到了之
后才发现已经完全找不到
上学时的感觉了。很多同学
上了大学，工作也不错，有
的还在读研究生。听人家谈
话就是不一样，有时候想插
嘴又不知道说啥，当时巴不
得聚会早点结束。”小张说，

“其他几个没上大学的吧，
大部分都已经结过婚了，有
的已经有孩子了，感觉自己
融不进去，挺郁闷的！”

像小张这样因为融不
进圈子而感到自卑的人大
量存在。跟多年不见的同学
再次相见，大家潜意识里都
会相互比较，而一旦发现别
人比自己“混”得好时，便会
不由自主地产生落差感。

◆“聚会是为了积累人脉”
“有些聚会挺世俗的，

远不是吃吃饭、唱唱歌那么
简单，主要目的还是在同学
中建立自己的关系网。”已
过中年的老李说
“每年聚会都很多。但

聚了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
没意思了。每次聚会的内容
都大同小异，除了吃饭就是
唱歌。而且参加聚会的人越
来越少，可说的话题也越来
越少，翻来覆去地说当初学
校里的那些‘破事’，还常常
因无话可说感到尴尬。”老
李说，“不过就算这样，我还
是会去参加的，对我来说聚
会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却
弃之可惜。不去吧，原来建
立起来的关系网没法维系，
将来办个事也不好办；去
吧，又确实很没意思。”

老李坦言，人际交往非
常重要，同学之间本来就有
感情基础，经营起来会容易
些。谁都知道多个朋友多条
路，尽管聚会只是个形式，
但因为它是维系关系的重
要纽带，还是要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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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班次间隔

太长
新区周女士来电反映：

23

路公交车班次间隔过长，
希望公交公司能调整一下。

晨报见习记者李敏

五路普运超载

严重
浚县王先生来反映：

1

月
31

日，他乘坐五路普运
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售票
员还不停地拉客。

晨报见习记者王民

公交车涨价

不该
山城区郭先生反映：一

路、二路公交车春节期间私
自将票价由

1

元涨为
2

元。
市公交公司营运科回

复：乘客可以记下私自涨价
车辆的车牌号并投诉，他们
会做出相关处理。
晨报见习记者王飞霞张慧

放开审批网吧时日

未定
一市民来电咨询：今年

是否可以获准开设新网吧？
市文化局回复：我市自

2007

年起限制新网吧审批，
放开审批的时间还不确定。
晨报见习记者沈道远李崇

过年在不少孩子的眼中意
味着放长假和收压岁钱。春节
期间，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少
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这些压
岁钱应该怎样支配？记者近日
采访了部分市民和老师。

◆“让孩子自己支配”
在鹤山区一家医院工作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女儿今年
读大三，过年时收到了

1800

元
的压岁钱。虽说家里生活宽裕，
但女儿从不乱花钱，还经常在
假期时打工挣学费，让女儿自
己管理压岁钱，他很放心。在山
城区工作的王女士则表示为了
培养儿子的理财观念，从孩子
一年级开始，她就让孩子自己
支配压岁钱了。对于如何合理
使用压岁钱，她会做些指导。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如果
孩子平时不乱花钱，且压岁钱
数额不太大时，家长一般会让
孩子自己支配压岁钱。

◆“收回，以免孩子乱花
钱”

新区的宋女士告诉记者，
她

7

岁 的 儿 子 今 年 收 到 了
2000

余元的压岁钱，她全部收
回了。宋女士认为孩子的压岁
钱说白了还是家长的钱，“之所
以全部收走，一来因为这钱说
白了就是家长们相互交换得来
的；二来孩子还小，不知道怎么
合理使用压岁钱。”鹤山区的秦
先生也有相似想法，他说，压岁
钱其实都是自己的钱，所以孩
子的压岁钱，他每年都要收回。

◆“存着，购买大件物品”
在市第四中学读初三的悦

悦告诉记者，每年她都会收到
近

2000

元的压岁钱。虽然家长
不会收回，但每到交学费时，她
的压岁钱都得“作贡献”。她说，

从小到大，她的压岁钱基本都
花在了交各种费用上。

薛女士
14

岁的女儿今年
得到了

940

元的压岁钱。她建
议女儿把钱存起来买电脑时
用，差额部分由自己补上。和薛
女士情况相似的还有金先生，
虽说儿子已经

20

岁了，但因为
担心孩子乱花钱，他要求孩子
把收到的

1000

余元压岁钱存
起来，留到买数码相机时用。

◆“大部分收回，留下少量
给孩子”

山城区石林乡的张先生告
诉记者，他将女儿的压岁钱分
成两部分，大部分钱存银行，留
下一部分让孩子自由支配，具
体怎么使用并不干涉。他觉得
这是对孩子的尊重和信任，也
是对她理财能力的培养。赵女
士和张先生想法相似，“每年春
节，孩子都能收到

1000

多元的
压岁钱。我会留下一小部分钱
让他自由支配。”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部
分家庭都是父母控制“大额资
金”，留一小部分给孩子。

◆老师们的建议
市第六中学校长刘海军和

山城区春蕾小学副校长崔丽雪
结合多年来的教育经验，建议
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指导孩子
学习一些理财知识。他们表示，
家长可以利用压岁钱培养一下
孩子的理财能力，比如可以让
孩子把钱存入银行，产生的利
息让其自由支配。还可以鼓励
孩子把压岁钱用于家庭消费，
让孩子参与家庭经济管理。家
长也可以用压岁钱培养孩子的
爱心，让孩子用压岁钱给长辈
购买节日礼物，或是将压岁钱
捐给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帮
助有需要的人。

晨报讯（见习记者 侯韶
莹）过完春节长假，突然转入
上班生活，很多人感到很难适
应。多数人晚上睡不着，早上
起不来，一些人甚至对上班产
生了恐惧，而一些老年人则因
受不了突然而来的冷清而备
感失落。

上班族：无法收心
春节期间，市民苗女士

把自己的日程排得很紧：走
亲访友、同学聚会、短途旅
行，她一刻也没闲着。从初
五开始，苗女士只要一想到

马上就要上班了，就感到很
紧张，甚至出现了睡眠紊乱、
吃不下饭的情况。她告诉记
者，由于假期的时候只顾着
玩了，经常通宵上网、打牌，
很少能睡好。现在要上班了，
她有点焦虑，怕上班时不能
收心。

记者了解到，不少市民都
有和苗女士相似的体会，即在
节后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天内，
工作效率很低，很难进入状
态。一些人甚至还出现了烦
躁、乏力、胃口不好、失眠等不
适的症状，有的人甚至还有抑

郁、焦躁不安等不良的情绪反
应。这些症状通常是由假期过
度娱乐没有保证充分的休息
所致。

◆温馨小贴士
出现“节后综合征” 的

上班族可以适当降低自己的

工作量， 以逐渐将生物钟调

回与工作相适应的状态。 同

时， 还应及时调整作息时间，

多做些有氧运动。 此外， 饮

食习惯也应做相应改变， 可

多吃豆制品和新鲜水果， 以

缓解身体的疲劳感。

老人：节后失落
“春节前孩子们没回来的

时候有个盼头，干什么都起
劲。现在一想到他们马上要走
了，我就感觉很失落，晚上都
睡不着觉。”家住市直机关三
号院的刘女士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春
节过后，不少“空巢”老人
患上了“节后抑郁症”。由于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子女都
在身边，老人一直处于兴奋
的状态，原来的生物钟也被
打乱了。过完节，儿女一离

开，家里又只剩下老人，热
闹的气氛一下消失了，老人
心理上便产生严重失落感，
导致了抑郁症产生。一些老
人在节后还出现了头晕、疲
惫、食欲下降、难以入睡、
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

◆温馨小贴士
春节过后，老人应及时调

整心态，多做运动，比如可以

恢复节日期间中断的晨练，多

到户外散步。 儿女也应在此期

间多给父母打电话，缓解老人

的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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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遭遇“节后综合征”

压岁钱谁做主？ 晨报记者 柯其其

大火无情人有情
1 月 26 日，淇滨区钜桥镇艾庄村村民张培广家不慎失火，五

间房屋及家里的全部财产被大火烧尽，直接损失达 4 万元。 淇滨

区民政局得知情况后，放弃休息，立即组织工作人员现场查看灾

情，并为他们送去慰问金 1000 元。 晨报记者赵永强摄

书香假日
1 月 31 日，市民在市图书馆借阅图书。 春节长假期间，市图书馆读者倍增，很多读者

利用假期时间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 晨报记者赵永强摄

同学聚会成鸡肋 晨报见习记者 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