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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庆惠

雪中婚纱照
美丽又“冻人”

■本期点评 博雅

父母春节不返乡
“小候鸟”“飞”去团聚

年夜饭又称团圆饭。 大年三十晚上， 一家人
相聚， 儿孙们簇拥着长辈， 共聚晚餐。 年夜饭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三个重要文化元素。 一是团
圆。 一家人围坐在饭桌上， 其乐融融。 二是喜
庆。 畅谈一年来的收获和取得的进步。 三是展望
新的一年， 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目标以及大人们
对孩子的期望与祝福。 一家人把酒言欢， 边吃边
聊。 等到零点钟声一响， 小孩子们便依次给长辈
拜年， 长辈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赏给小孩
子， 引得满堂欢声笑语。

早年间， 由于生活水平低， 收入少。 很少听
说谁家年夜饭是在酒楼吃， 都是在自己家中。 那
时节， 都得提前半个月做准备。 凭副食本限量购
买鸡鸭鱼肉， 花生瓜子等。 家家户户忙着炖肉、
蒸馒头、 糗豆馅、 炸豆腐。 等到三十晚上， 一家
人一起包饺子。

近二十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许多
家庭的年夜饭改在高档酒楼吃了。 一些高档酒楼
为了招揽生意， 推出了奢华的套餐。 一桌几千元
到上万元不在话下， 生猛海鲜、 进口食材、 名厨
掌灶， 一通广而告之， 使人趋之若鹜， 合家前
往， 大吃大喝一顿。

然而，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家庭一改过去到
高档酒楼吃年夜饭的习惯， 让年夜饭重新回归家
庭。 这是为什么？ 一是许多酒楼设置门槛， 比如
只能选择套餐。 七碟八碗的， 摆满一桌子， 根本
吃不了， 造成浪费。 二是变化花样， 设置最低消
费。 你可以不选择套餐， 但单点是有最低消费限
制的， 有的还要收取服务费。 种种消费的 “规
矩 ” 让乘兴而来的食客感到不快。 三是限时吃
饭， 要在约定的时间把饭吃完。 有的酒楼限时2
个半小时， 有的限时2个小时。 酒楼要翻台， 要
多创造利润。 而食客要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用
餐， 大家一聊天， 进餐的速度就必然要慢下来。
还没吃完， 酒楼服务人员就催快点吃。 旁边等着
桌子就餐的下一拨儿食客又在往餐桌上瞭望呐，
让吃饭的和等座位的都心里不舒服。

笔者认为， 年夜饭就应该在家中吃。 首先，
可以增强亲人间的人伦情感。 在家里大家一起动
手做， 有和面的， 有擀皮儿的， 有包饺子的， 有
炒菜的。 一家人边做饭边聊天， 你一言我一语，
突出的是团圆的温情， 是围炉的亲情， 是合家的
欢乐， 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所有这一切，
都不会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 其次， 在物质生活
越来越丰富的今天， 吃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和谁一起吃。 况且， 还可以购买到酒楼制作的半
成品菜肴， 一掂炒勺， 全齐喽； 再次， 在酒楼吃
年夜饭的确有许多不便之处。 比如， 家中长辈年
事已高， 体弱多病， 行动不便。 或小孩子太小，
酒楼餐厅空气质量比较差， 环境嘈杂， 小孩子免
疫力低， 容易传染上感冒等。 所以， 我们应该倡
导年夜饭回归家庭。

女孩放弃工作回家打工救弟
美女变成丑小鸭

最近一场小雪过后， 气温达到-16℃， 长春
一对新人来到雪地中拍摄婚纱照， 鲜红的婚纱和
白雪相呼应构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两位新人都
是土生土长的长春人， 想在雪地中拍摄一组独特
的婚纱照， 为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

点评： 为了爱情， 真是拼了。 祝福！ 但要注
意在低温环境中防止冻伤。

近日， 湖北的田女士一人从深圳北站坐高铁
去岳阳东站， 打算再坐车回洪湖， 半路发现忘带
手机。 儿子无法联系母亲， 便到12306点了份38
元湖南萝卜干， 请长沙南站送餐人员带话： 妈别
怕， 有人来接！

点评： 机智还暖男的好儿子， 超赞的现代版
智商！

眼下， 学校陆续放寒假了， 不少孩子的父母
在这个春节不返乡过年， 他们的孩子则踏上春运
的列车前往父母的打工地团聚。 春运开始的三天
时间里， 火车站迎来了一批又一批 “小候鸟”。

点评： 南来北往， 都为团圆 。 有父母的地
方， 就是家就有爱。

25岁的杜美珍毕业于河南大学会计专业 ，
曾在北京实习工作。 然而2017年6月， 二弟凯文
查出白血病。 为了照顾弟弟， 美珍决定回家， 在
一家超市做理货员， 90斤的她每天要搬十几箱
20升的水和50斤的大米。

点评： 坚强有责任担当的女子！ 值得尊重，
你的生活会很美满的！ 加油 ！

“爱心专车”横跨赣粤
民工返乡过大年

2月3日 ， 由广东省江西分宜商会发起的
“暖冬行动·渝郎回乡” 活动在众多乡友和慈善企
业家们的捐助下如期举行。 据了解， 首趟 “爱心
专车” 搭载了53名来自广州、 东莞、 佛山等分
宜籍务工者从广州出发返乡， 旨在帮助300多名
没买到车票的务工者和贫困农民工顺利返乡。

点评： 再远的距离， 再辛苦的打拼， 再贵的
车票， 也抵不过一次回家的相聚， “爱心专车”
暖了所有人的心。

母亲坐高铁忘带手机
儿子请送餐员传话“妈，别怕”

年夜饭
还是回归家庭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