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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思考

温馨家话

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知从什么时
候起，过年的年味越来越淡，催婚却
成了过年期间不变的话题，相亲更是
许多单身人士过年期间的必修功课。
就连今年春晚节目中，催婚、催生都
成了小品主题，国家对单身人士的

“人生大事”也是操碎了心。

催婚，看似关怀实则“扎
心”的问候

“谈朋友没有啊？”“不小了，该
找了。”“女孩子这个年纪，要找岁数
相仿的是不可能了。”近几年，随着
李薇 （化名） 的年龄逐渐向30岁靠
拢，过年就成了过“难关”。李薇大
学毕业后没有回河南老家，而是选择
当“北漂”，如今在北京从事自媒体
工作。家中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都
已经结婚，有的还生了二孩，反观自
己，还是单身一人。每年春节回老家
过年，面对亲戚们看似关怀实则“扎
心”的问候，虽然早有预料，仍然让
她感到“伤害很高且侮辱性极强”。

今年也是一样，春节刚回家没
两天，就有人找来询问相亲的事。
相亲对李薇来说不是个新鲜事，父
母为了她恋爱结婚的事已经着急了
好几年，陆陆续续也安排相过几次
亲。这次老妈试探性地询问李薇：

“男方个子很高，但是是开出租车
的，文凭也不高……”李薇听了立
刻满口答应见面。这倒让老妈一愣，
因为之前谈到相亲，李薇都是以拒绝
为主。见李薇答应得痛快，老妈反而
犹豫了，琢磨着对方条件不太好，担
心以后跟女儿聊不到一块去，最后还
是决定推掉，并反过来教育李薇：

“家里虽然着急，但是你也不能什么
都不挑，糊里糊涂的。”

其实老妈有这个反应，也在李薇的
意料之内。这几年父母虽然着急李薇迟
迟不结婚，却也始终把李薇的感受放在
第一位，不会为了催婚让女儿受委屈。

不仅父母一辈操心李薇的婚事问
题，就连年迈的爷爷奶奶也一直挂心。
李薇有位十分擅长且热衷说媒的奶奶，
曾经给李薇介绍了多位相亲对象，虽然
都没成功，但一直乐此不疲。这次拜
年，奶奶照例询问了一番李薇的“人生
大事”，并感慨她最近牵线搭桥的几对
都没成功，主要原因都是男方太挑剔。
有的男孩不满女方父母身体不好，认为
是“负担”；有的不满介绍的女方年龄
太小，不成熟……总结这几对相亲的经
历，奶奶也不得不承认，当红娘这件事
好像越来越难了，以前是女方多挑剔，
现在连男方也开始挑剔起来了。

话题聊着聊着又回到了李薇身
上。奶奶的看法也十分传统，认为李
薇年龄渐长，选择面越来越小，让她
很担心。李薇就笑嘻嘻地和她打趣：

“我为什么不可以找年轻的男孩子恋
爱呢？奶奶你如果有二十三四岁的男
孩也记得介绍给我啊！”惹得奶奶哈
哈大笑。

“恐催族”的应对之策

不止李薇，不少单身朋友都有着被
催婚的烦恼。尤其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沟
通和理解，催婚对父母和子女的感情绝
对是莫大的考验。

王成 （化名） 是个年过30的单身
汉。春节假期前几天，他正在加班，就
收到了母亲发来的信息：“儿子，晚上回
家有好消息等着你！”一个感叹号足够传
达出母亲的兴奋，但也让王成开始忐
忑：无风无浪地过着日子，能有什么好
消息？他虽然心里嘀咕，但其实已经猜
了个八九不离十。

果不其然，那天一回家，父母告诉
王成，家里为他找了个相亲对象，是个
和他同龄的姑娘，催促他们赶紧见一
面。王成始终认为“单身足够快乐，所
以不需要恋爱”，对相亲需要消耗的精
力和时间成本也都很不认同。可是迫于
父母压力，他只好“被迫相亲”。结果
不用说，王成不但没和姑娘擦出“爱的

火花”，而且还要面临着更可怕的后续
处理：因为一旦拒绝姑娘，就会面临父
母的极力劝阻和长时间的抱怨。

如何才能拒绝相亲对象还不被家长
唠叨？王成拿这个难题求助自己的一群
朋友，得到的答案是：无解。

独身生活虽然快乐，可是父母的催
婚却不能不面对，而且还要有技巧地面
对。于是，就有人想出了一些“歪
招”——假扮情侣。

别以为出现在小品中的“过年租个
对象回家”是段子，李薇身边就有几位
过年带了“假对象”回家应付催婚的朋
友。

因为实在受不了父母催婚，又不想
再进行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车轱辘话，李
薇的几位朋友都选择了找身边有同样想
法的“恐催族”互相“糊弄”家人。不
过这种糊弄只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
五，有了恋爱对象下一步就被催结婚，
他们通常会找一些借口拖延一阵，毕竟
有了对象父母就不会那么焦虑，也就不
会催得那么急了。至于时间一长，假扮
的情侣该如何收场？也只能走一步看一
步了。毕竟被催到这地步，没有人再去
想更长远的事。

今年的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无论是
接受还是抗拒，“被催”一族都可以长
舒一口气了。作为其中的一员，李薇其
实对催婚并没有那么反感，也许是因为
感受到了父母的担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
自己好，更因为自己既享受单身生活，
也对婚姻充满憧憬。

但同时，不管是李薇还是王成都希
望在催婚这些事上，父母能多了解一下
年轻人的观念和感受，别让催婚成了亲
情的隔阂。年轻的单身朋友也要多体谅
父母的心情，不要仅仅为了享受单身的
自由和快乐而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还是要多相亲多与异性交往，说不定明
年春节，李薇和王成就各自带着自己的
对象回家过年呢！

衷心祝愿每个被催婚的年轻人都有
一个好姻缘！

每逢春节被“催婚”
赵爽

“打我有记忆起，妈妈就是个
中年妇女的样子，所以我总忘记妈
妈曾经也是个花季少女。”近期，
电影《你好，李焕英》热映，戳中
了许多人的泪点。不少网友翻出妈
妈的旧照，这些定格的瞬间是记忆
中妈妈最美的样子。

一直以来，在儿女的心目中，
母亲大多是忙忙碌碌、唠唠叨叨的
中年妇女形象。但在微博“你好，
这是我的‘李焕英’”话题下，既
有母亲们的蓬勃青春，也有儿女和
母亲之间相处的细节。这些真实的
瞬间在不经意中叩击着人们的心
扉，令人泪目。

原来，那些平凡、琐碎、不再
灵活甚至有点厌烦的中年母亲，她
们也曾经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动
人。当我们长大才知道，母亲是一
份永远没有休息且不求回报的工
作，母亲的付出无与伦比。如果能
够像电影里一样，穿越时空，遇见
年轻时那个或叛逆、或坚韧、或可
爱的她，我们最想告诉她什么？我
们又能够帮她达成什么样的愿望？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文化传

统提倡的行为，也是和谐社会健康
发展的基石。时光的年轮一年年增
长，我们在逐渐成熟，而母亲在逐渐
老去。我们在感叹母亲曾经的美丽
时，也不妨想想：我们有多久没有和
父母照一张合影了？是不是应该放下
电子产品，和父母好好地唠一唠家
常？如何才能帮父母接受新事物、
新观点，和我们平等交流……“晒
出我的李焕英”，与其说是定格母
亲的美丽瞬间，莫若说是父母之
爱、子女的感恩都是我们漫步人生
路的强力支撑。

同时，“晒出我的李焕英”也
赋予人们更多联想。有人感慨“父
母之恩”，有人后悔“子欲养而亲
不待”，有人悟出母爱的真谛，有
人叹惋光阴似箭……更多的人仿佛
在回看一篇发生在母亲和自己身上
发生的故事，潜伏于记忆深处的亲
情、责任与渴望都被激活，给予这
个看似直白的母爱话题以更多的意
义。

一部电影，一个话题，描摹出
母爱的感动，散发浓浓亲情力量，
更激励我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

“晒出我的李焕英”
散发亲情力量

斯涵涵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住。
她喜欢找我们拉呱，回家看她，或
者电话里，常常是絮絮叨叨，没完
没了，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也能说上
好一阵。

我们对母亲的唠叨态度不一。
小弟与她住得最近，每有空闲就去
看她，她也常去小弟的家里唠嗑，
可小弟听不几句就不耐烦了，总是
借故离开；小妹听着听着，提及什
么事儿，意见不合，便和母亲争执
起来，常搞得不欢而散。唯有大弟
耐心倾听，不时插话沟通，娘儿俩
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所以在母亲
眼里，大弟是最懂她的心，也是最
孝顺的。

善于倾听老人讲述是一种孝
道。老人岁数大了，经历多了，话自
然就多。尤其是见到久不谋面的子
女，总要唠唠叨叨一番，话匣子一旦
打开就收不起来。而善于倾听，则是
抚慰老人心灵的最好方式。

子女为生活为工作，辛辛苦苦
在外打拼，撇下老人长年累月孤寂
生活，平日里连个说话的人都很
少。居住在农村的老人，尚可溜达
溜达、串串门儿，可又有多少人愿
意听一听他们的絮叨呢？在城里生

活的老人情况更糟，家家关门闭
户，日日形同陌路，邻居之间很少
往来，内心的寂寞苦闷向谁倾诉呢？
只有见到自己的孩子，电话里听到
子女的声音，才能找到可以说话的
人。此时，作为子女就要把倾听作为
一种责任，作为排解老人苦闷的一
种渠道，竖起耳朵认真听下去。

当然，倾听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和技巧。首先，作为子女，要认真
对待。哪怕手头事儿再多再忙，也
要先放一放。其次，要学会赞赏。
听到老人所讲的观点，认为有一定
道理，就要不时点赞。要知道一两
句称赞，会使老人充满自信。再
次，要因势利导，要善于从老人话
里听出问题。比如，老人对某些社
会现象不满，对亲友子女诸多怨
言。此时，切不可冷言恶语，又搡
又呛，而是要耐心劝解。

法国有位哲人伏尔泰说过：
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我们要把
善于倾听作为一种美德，在父母
面前做一个用心的倾听者。经常
听一听老人的唠叨，说一点家长
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情，那么我
们就会讨得父母的欢心，听到这
世界上最美的语言。

善于倾听“唠叨”也是孝
刘琪瑞

工作生活在城里，平时难得回水乡老家，但
春节回乡拜年则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今年春
节虽说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但在严守相关规定的
情况下，我还是回老家给父母和乡亲们拜年了。

老家的村名叫百子村，坐落在高邮湖西岸、
安徽省天长市万寿镇，白塔河绕村拐了个弯蜿蜒
向东，所以也叫小河湾，全村 800 多户人家，
3600口人。故乡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过年时就
更多了。今年的春节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连串
的喜事令人兴奋。

“四猴子”住上了“小洋楼”

大年初一，迎新接福之际，四周“噼噼啪
啪”的鞭炮声不绝于耳，而响声“咚咚”的连发
礼炮就是不远的“四猴子”家燃放的。

36 岁的“四猴子”叫唐春山。他排行老
四，四五岁时母亲就去世了，3个哥哥成家后，
他和父亲相依在两间破草屋里，日子过得紧巴。
因其顽皮瘦小，乡邻们叫他“四猴子”。“小时的

‘四猴子’在学校里没啥大出息，初中刚读完就
走上社会，外出打工却混出了模样。村里最亮眼
的小别墅就是他家。”母亲说。

“‘四猴子’近几年还真是大发了。”父亲
接过话茬并道出原委。“四猴子”先是在合肥一
家建筑公司做打桩工，后因脑子灵，技术精，同
公司签合同承包打桩业务，每年落进他腰包不下
30万元。去年，他推倒旧房，在新农村规划点
上盖起了农家别墅，盖好后又着实装潢了一番，
彩电、电脑、冰箱、空调、太阳能等配齐了。

“老四兄弟，真发了啊！恭喜恭喜！”我由衷
地祝福他。

“哪里，哪里，全仗国家政策好！全托大家
伙的福啊！”他乐呵呵地回应着。

眼前的“四猴子”一身新衣，精气神十足，
全然没了小时候的羸弱，丰足之喜让他彻底改变
了境遇。

城里来的拜年人

乡村里的春节，晚辈是一定要先给长辈拜年
的。由于家里有90多岁的奶奶健在，族中上门拜
年的便一拨又一拨前来。就在奶奶念叨谁来谁还
没来时，只见一辆簇新的红色小轿开到家门口。

“是喜旺来了。”父亲说道。
“是隔壁的李喜旺吗？他怎么开上了小车

呢？”我充满疑问。
“喜旺一家去年底已搬到市里去了，成了标

准的城市人啦。”听了父亲一席话，我恍然大悟。
喜旺今年 47 岁，曾经因各种原因负债累

累，但夫妻俩吃苦耐劳，求变求富。两人先是在

天津一皮草加工厂打工，后因勤奋踏实，学成了制
作皮货服装手艺，又辗转南下到浙江义乌、海宁等
地打工，专门帮人制作出口的高档貂皮大衣，收入
颇丰。几年下来，喜旺不仅还完了家里的外债，还
在市里置下房产，举家成了“新市民”。

“给老太太、给你们全家拜年了！”大嗓门的喜
旺一脸喜气。他拜完年，还约请我们全家到他市里
的新房喝乔迁喜酒。

“一定去贺喜！一定去的！”父亲开心地答
应道。

听二大爷讲农事

大年初四，父母亲请客吃饭。
中午12点，亲朋们全都上桌了，二大爷才匆

忙赶来。一打听，原来他老人家正在钢构大棚地里
忙着播种香瓜籽，还请了3个临工帮忙。

二大爷干啥都爱动脑子，特执着，说话也风
趣、幽默，种起田来更是一等一的“庄稼把式”。
二大爷有3个女儿，都已结婚生子，家里的承包田
就他和二大妈侍弄着。

饭桌上，二大爷掰着手指头向大伙“公布”了
2020年家里的收入账：香瓜收入2.5万元，外出务
工1.8万元，加上棉花、麦稻、油菜等其他收入，
全年净赚5.6万多元。

“二哥你真是神人啊，咋忙得过来呢?”邻居王
二婶惊羡道。

“咱是既种传统粮棉，又种大棚特经作物，加
上错时种植，忙起来并不吃力。去年，咱专门拿出
4亩7分田，前茬种早稻，后茬栽香瓜，由于上市
早、卖相好，赚了不少钱。另外，农忙时咱回家种
田，闲时到市里打工，还能赚些零花钱。”这一
下，可打开了二大爷的话匣子。

“人家过年忙，走亲访友，您老却在田里务庄
稼，不嫌苦啊？”我问道。

“大侄子，说不苦，那是假话，不过收入还
行，人忙点累点也值了，谁叫咱是庄稼人呢。”

“牛年，您家又种了多少大棚香瓜？”
“还是4亩7，面积并没有增加，因为香瓜不好

重茬，咱家的田正好可以轮番种植。春节前，我刚
从城里打工回来，许多人家的瓜苗都露头了。不
过，甭担心，咱专门从城里种子店买来了香瓜营养
钵，虽说增加了一点成本，但省工省时，比老式的
制钵、搬钵快多啦。去年，咱家搬钵虽迟，上市却
比别人家早好几天呢。”

“种田既要舍得投入，还得动脑子讲科学，否
则同样是忙田，收入可大不相同！”席间，大舅发
出由衷地感慨，亲友们点头赞同。

此时，二大爷端起了酒杯，脸上扬起充实的笑容。
我打心里为乡亲们祈福，衷心祝贺他们牛年运

气更好，更加发达。

喜满小河湾
宣金祥

春节期间，北京市石景山区鲁
谷街道西厂社区活动室内欢声笑
语，一场为留京过年居民举办的

“生日会”在这里举办。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为过

生日的留京过年居民送上鲜花和贺
卡，大家一起切生日蛋糕，许下美
好的心愿。“我来自山东，在北京
工作有 10 来年了，每年都是和家
里人一起过，今年是第一次不回家
过年，但是社区为我们策划的这场
生日会特别温馨，让我既惊喜又感
动。”居民邵光东说。

为 了 让 相 隔 千 里 的 家 人 们
“云”团圆，活动还进行了线上同

步转播，留京过年的居民可以和
家人“云团聚”。来自黑龙江齐齐
哈尔的王莹和女儿一起与远在老
家的母亲进行了视频连线。“妈，
我们今年不回去过年了，您自己
在家多保重身体。今天这么多老
街坊和我们一起过节，多热闹，
不用担心我们。”

在积极倡导群众就地过年的
同时，石景山区还积极做好在京
过年服务保障，鼓励企业根据运
营计划和员工意愿，出台激励措
施，以岗留工、以薪留工，引导
员工在京过年。

贾宁 赵昂 摄影报道

留京“生日会”，暖心情意浓

年三十的晚上，春节联欢晚
会还没开始，物业群里的拜年信
息就已经刷屏，闪成一片。我所
居住的小区是一所高校的家属宿
舍，属于老旧小区，年代久远，
遗留问题较多，物业服务跟不上
发展需求，居民遇到问题常常不
知道该找谁。

然而，自从去年学校后勤部
门联手物业公司创建了这个微信
群，给住户们带去了很多便捷：
暖气不热登个记，水管坏了吱一
声，单元防盗门、楼道声控灯
等，哪里出现故障了说一下，都
能及时解决……就连小区室外公
共路灯的开关时间，物业负责人
也会征求大家意见。超出职能范
围的工作，或是解决不了的问
题，物业会第一时间转达给相关
部门。大家都打心眼里感谢物业
的辛苦付出和高效服务。

就在这个时候，北区一居民
在群里发信息，说自家厨房下水
道堵了，污水漫了厨房，很是心
急。同时，他在群里招呼单元楼
西排的住户们，厨房暂时别放水
了，堵了！这个点了，想必大家
都围坐家中吃年夜饭，其乐融
融，会有人出面处理吗？没想到
没一会儿，物业负责人就积极回
应，并承诺道，“明天第一时间处
理，顺便登门拜年！”报修住户接
着回复道，“谢谢您，到时候请您
喝酒！”看到这一幕，我心里犯起
嘀咕，脑门上不禁打两个问号，

“明天是大年初一，人家都放假
了，这下水道能疏通了吗？”

第二天一大早，不到8点钟，
物业工作人员就在群里发信息，“大家过年好！五单元楼
西侧的这辆汽车是哪位的啊？下水井在你的车下边，请帮
忙动一下吧，麻烦了。”说罢，附上现场照片。大约40分
钟后，北区一居民发来工作人员疏通下水道的照片，向他
们致敬。看到照片，我隔屏给他们点了个赞！“说到做
到，急居民之所急，真给力！”稍后，报修的北区住户发
信息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今天一大早物业老师疏通下
水道，你们辛苦了！我家厨房下水道通了，五单元西排的
居民尽管放水吧！谢谢大家了！”

我想，虽然正月初一疏通的是下水道，但也是民心民
意——物业与业主，需要互相磨合，而物业服务，也需要
将心比心。一个把住户需求放在首位的管理部门，值得
大家理解和尊重；一个将居民冷暖揣在心里的物业公
司，或许不能达到所有人都满意，但着实有温度，值得
信赖。群众无小事，关键时候显担当，居民们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就体现在这一桩桩小事中，就体现在这一次次
的价值取舍里。

小小微信群，沟通大纽带；服务不打烊，春节溢温
暖。这个春节注定让人难忘，通过身边的一件突发小事，
我看到“互联网+物业”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气象，也切身
体会到为民服务就要增进沟通，促进共识，有事情多商
量，很多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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