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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建光： 年味是什么？ 有人
说， 年味是饺子味； 有人说， 年
味是鞭炮味； 有人说， 年味是亲
情味； 有人说， 年味是团圆味。
其实 ， 年味的真谛是 “幸福期
盼”。 幸福的总结一年， 幸福的
勾勒新年， 幸福的期盼新的一年
更美好。 幸福期盼是一个享受过
年的过程， 期盼幸福是一个品味
过年的过程， 撸起袖子加油干是
幸福实现的过程。

用压岁钱给孩子上好“新年第一课”

李云勇 ： 不送红包送新书 ，
不上牌桌进图书馆， 献上热血表
爱心……连日来， 媒体记者深入
长沙全市城乡各地感受文明星城
的欢乐祥和气氛。 在市内各公园
景区， 游人如织， 秩序井然； 在
小区内市民少放或不放烟花爆
竹， 过低碳、 文明的春节已蔚然
成风……春节新风尚， 长沙能做
到 ， 各地也能行 。 期望文明不
“放假” 成为中国各地节日新风
尚， 让文明之风盛开神州大地，
把美丽中国点缀得更加美丽。

揪出“老赖”
正值春运客流高峰期， 安阳高铁站工作人员正在紧

张有序地开展实名制验票工作， 只见一名男子神色诡
异、 故意向前拥挤， 想伺机逃避工作人员的查验。 他的
这一举动， 立刻引起执勤民警李 建 勇 的 注 意 。 经 了
解 ， 这位乘客叫田某红 ， 河南省内黄县人 ， 因做生
意与他人发生经济纠纷 ， 被法院登记在信用 黑 名
单 ， 所以被限制消费 ， 也不能购买高铁车票 。 本来
他心存侥幸 ， 想蒙混进站回家过年 ， 不料被民警逮
个正着。 (1月31日新华网) □朱慧卿

文明不“放假”
当成春节新风尚

□侯坤

健康过节应突出情感与文化内涵
今年的春节假期刚过去 ，

如何适应节后生活节奏 ， 再
次成为热点议题 。 其实 ， 节
后综合征虽然症状发生在节
后 ， 但究其根本还是节中的
不健康生活方式所致， 因此，
若想摆脱节后综合征带来的
种种困扰 ， 还须从调整春节
期间的过节方式入手。

走亲访友、 聚会娱乐、 游山
玩水……转眼间春节假期就要过
去了， 又要恢复正常的工作和学
习。 春节过后， 生活再次变得紧
张而有规律， 很多人或因不适应

而感到疲劳， 提不起精神。 （2
月2日中新网）

每当春节等长假过后， 总会
有很多人因难以适应节后生活而
陷入焦虑苦恼 ， 俗称节后综合
征。 今年的春节假期刚过去， 如
何适应节后生活节奏， 再次成为
热点议题。 其实， 节后综合征虽
然症状发生在节后， 但究其根本
还是节中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所
致， 因此， 若想摆脱节后综合征
带来的种种困扰， 还须从调整春
节期间的过节方式入手。

平心而论， 春节是一个阖家
团圆的好日子， 亲朋好友聚在一
起吃吃喝喝 、 玩玩乐乐也很正
常， 既是对自我的放松， 也是对

情感的增益。 然而， 近年来随着
春节期间娱乐方式的日趋多样
化， 我们的假期时间安排变得越
来越拥挤， 整个春节几乎都被各
种各样的活动所占据， 导致很多
人疲累不堪 。 更加令人遗憾的
是， 这种格外忙碌疲劳的过节模
式， 并没有更好地展现出春节的
情感意义， 反而因为忙乱而冲淡
了春节原有的浓浓亲情味道。 我
们不妨回想那些忙到不可开交的
春节长假经历， 恐怕很多人都只
顾着吃喝玩乐了， 甚至从始至终
没和父母家人多说上几句话的
人， 亦不在少数。

尤其是， 再看看节后综合征
泛滥， 春节假期几乎成了人们的

负累， 如此过节就更加得不偿失
了。 那么， 应对节后综合征又该
从何入手呢？ 常言说， 种其因者
须食其果， 有什么样的前因， 就
有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节后综合
征， 我们不能孤立地从节后反应
角度来看待应对， 而是应当反思
其成因， 从根源上展开 “治疗”。
简而言之， 面对节后综合征， 节
后的适应速度和调整策略固然重
要， 但更有效的方法应是追求过
节方式的健康合理。 当我们的春
节假期中不再有过度熬夜、 暴饮暴
食等坏习惯， 能够健康过节、 注意
休息、 合理饮食， 自然少了节后
综合征的困扰， 适应起节后的工
作和生活便会容易得多了。

犹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春节 ，
虽然饮食上没有大鱼大肉， 娱乐
方式上缺少各种花样， 但相比现
如今看似热闹非凡的春节， 却过
得格外温馨充实 。 原因不在别
的， 只因为那时的春节还未 “乱
花渐欲迷人眼”， 承载并寄托着
更多的亲情元素和文化意义， 当
然单纯而又幸福。 而在如今愈发
忙乱仓促的春节假期中， 只见玩
乐成分不断加重， 情感文化内涵
逐渐淡化， 多少有些迷失了。 对
此， 笔者想说， 我们的春节假期
是时候走出过度喧闹疲累的状态
了， 亟需回归它饱含亲情意义与
文化内涵的本来面貌———健康过
节， 幸福永远。

微信“隐形加班”
不能少了权益维护

不放少放烟花爆竹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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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报道， 尽管目前
仍处于假期， 可不少人平时用于
工作的微信群却没放假， 群里边
一会冒出一个工作任务， 结果，
春节假期硬是被无处不在的微信
群变成了“隐形加班”。更让职场
人士头疼的是，说这是加班吧，名
不正言不顺， 人明明在休假而不
在办公室， 所以加班费也就成了
空中楼阁。（1月29日 央广网）

单位建立微信“工作群”本无
错，不仅可以节省成本，也可以做
到有效沟通， 提高工作效率 。但
是，工作要求不分时间、地点随时
跑到手机上， 在一定程度上让微
信“绑架”了职工的业余生活。如
此做，长久下来，必然遭到职工的
反感。尤其是节假日，本应该属于
自己的时间， 却被微信安排的工
作骚扰，任谁都会不耐烦。

笔者以为， 微信不能沦为加
班的工具， 尤其不能成为 “隐形
加班” 的工具。 需要从情理和法
理两个方面解决此问题。 其一，
从情理方面。 于老板而言， 还需
多些以职工为核心， 安排工作、
督导工作尽量避开休息时间， 即
使是加班也应和职工做好沟通；
于职工而言， 需要充分利用好时
间， 尽量在工作日内完成任务，
须知偷懒耍滑， 效率低下不说，
也会耽误自己。

其二， 从法理方面讲。 即便
要求员工加班， 企业老板也应该
“堂堂正正 ”， 不应该 “遮遮掩
掩”， 尤其是待遇方面， 还须按
章行事 ， 不仅要做个工作上的
“精明人”， 也要做一个遵守劳动
法律法规的 “明白人”； 对职工
而言， 加班也不可怕， 为了自身
利益， 不妨多长个心眼， 留好维
权证据， 尤其是对不发加班费的
老板， 不妨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总之 ， 用微信 “遥控 ” 员
工， 甚至在休息时间加班可行，
也不应该忘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这就需要兼顾 “情理与法理” 两
个方面。 实际上， 人才是一个企
业兴旺发达的根本， 而提升工作
效能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并不冲
突。 需要的是， 企业老板们尊法
理、 重情理， 如此， 才能留住员
工的心与人； 反之， 靠精明剥夺
员工的权益， 终归留不住人才，
不足取。 □杨玉龙

春节期间， 不少地方陆续迎
来取现金和兑换新钞业务的高峰
期 ， 有的客户要求连号 、 吉利
号， 个别银行甚至出现新钞紧缺
的情况。 这些现金大部分是给孩
子们的 “压岁钱 ” 。 （2月 2日
《光明日报》）

压岁钱是一把双刃剑， 对孩
子的成长利多还是弊多， 关键得
看家长是如何科学引导和合理利
用的。 在这方面， 首要的是让孩
子明确压岁钱的传统意义， 不仅
要明白父母长辈给 “红包” 的年
文化内涵， 也应知道压岁钱并非
从天而降的 “横财”。 只有让幼

小的心灵充分感受到美好的历史
传承和压岁钱里蕴含的 “责任”，
才能使压岁钱在返璞归真中用得
更有意义。

古人云：“爱子，教之以义方，
弗纳于邪。”以压岁钱为名，其实
就是很好的家教素材。当下而言，
利用压岁钱， 完全可以给孩子上
几堂投资理财课、 爱心慈善课和
日常消费课。比如，可以对孩子进
行财商启蒙，通过银行储蓄、购买
理财产品、投资基金等途径，帮助
他们树立积极健康的金钱观念，
适度体验自负盈亏带来的酸甜苦
辣；又如，用压岁钱播撒“慈善的

种子”， 既可以当做爱心基金，在
奉献社会、帮助他人中获得快乐，
也可以拿出一定的比例作为敬孝
钱， 特殊日子里为长辈们尽上一
份孝心。即便是日常消费，也应帮
助孩子有效区分“需要”和“想要”
之间的差别，通过制订用钱计划、
建立消费账目， 有效避免胡乱花
钱乃至一掷千金。

一言以蔽之 ，“压岁钱怎么
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命题，能不
能上好这堂课， 考量着家长的教
育理念和持家智慧。 用压岁钱给
孩子上好“新年第一课”，还得先
让家长自己“充充电”。 □徐剑锋

■每日观点

年味的真谛
是“幸福期盼”

2月1日是烟花爆竹零售摊位
销售的最后一天 ， 商户为求清
货， 一早就纷纷打折甩卖， 但是
选购的人并不多， 有些网点甚至
提前关门 。 据统计 ， 截至初五
晚， 全市共销售12.2万箱烟花爆
竹， 同比下降30.3%。 环保部表
示， 2日至4日期间， 京津冀及周
边区域中南部可能出现重度污染
过程， 继续倡议公众尽可能少放
或者不放烟花爆竹， 减轻空气污
染。 （2月2日 《北京晨报》）

今年的春节是北京市烟花爆
竹“禁改限”的第十二个春节，人们普
遍感觉到，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的数量、 集中燃放持续时间明显
减少， 北京市政府烟花办发布的
数据更是印证了人们的感觉。

为什么今年燃放烟花爆竹的
数量有大幅度减少呢？ 一是宣传
工作做的到位。 早在春节前， 首
都文明办、 市总工会、 团市委、
市妇联联合发出倡议， 号召大家
为减少污染、 净化空气、 避免伤
害， 让春节期间的北京天更蓝、
空气更清新、 环境更优美、 城市
更安全 ， 使全体市民过一个安
全、 祥和、 环保的节日， 不放或
少放烟花爆竹。 倡议覆盖面广，
从企事业单位到街道居委会， 真
正做到了家喻户晓， 没有疏漏；
二是燃放安全管理措施严格细
致 。 制定了如遇空气重污染天
气 ， 全市范围内禁止销售 、 配
送、 燃放烟花爆竹的预案， 并组
成了由安监、 工商、 环保等部门

组成的监督巡查力量。 在三环内
没有设置销售网点， 允许销售的
时间缩短为10天， 销售网点比去
年减少208个。 三是从基层工作
者到市领导都不辞辛苦， 一竿子
插到底 ， 深入到社区和居民家
中， 把道理讲清楚， 引导大家以

实际行动支持参与首都环境的改
善， 赢得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按规定， 到正月十五24时 ，
五环路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希
望大家再接再厉， 不放或少放烟
花爆竹， 都为北京的蓝天贡献一
份力量。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