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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心声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侠客岛””《【《【壹周侃壹周侃】】回家回家》》

网友“于丹”

当初从国外回来就是因为想回家，但也只是留在
北京，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年回去两三次，慢慢
体会到那句歌词：回不去的才是故乡。漂泊在外的人
总会有一种无根的感觉，即使在北京有房、有车、有
孩子也是一样。回家好像成了一种形式，但还是执着
地去执行。

网友“冠”

爸爸的家在天堂，妈妈的家在村庄。我要回家，
给爸爸上柱香，给妈妈做碗汤。带上老婆、小孩，回
家过年了！

网友“大奇”

上大学两年了，两年寒假都投身到了春运大潮
中。去年是做地铁志愿者，今年是做客运站实习生。
去年妈妈千般劝阻，今年妈妈说你想做就去做吧，可
是我心里还是愧疚万分。但是送走一批一批的乘客以
及收获一声声的感谢后，内心就多了一份安慰。我知
道，不论多难，总有回家的一天。妈妈，我会回家
的。

网友“二详”

大约一甲子之前，我、父母、妻儿，分处三地，
两三千里之外。除了每年短短十多天探亲假之外，就
剩下思念。而且，往返需五六天，旅途劳苦可想而
知。还有，那时的通讯不发达，仅鸿雁传书而已，一
年之中，除了收到二三十封信之外，见不到亲人面、
听不到亲人声。怎比今日，高铁半日达，微信、视
频、电话。所以，今夜读此文深受感动。祝福各位奔
向家乡的人们。

网友“一慕”

想起去年，我和爱人同在北京工作，回乡过年
时，我扶着她，她肚子里怀着个小娃娃。时至今日，
不过一年时光，肚里的娃娃已经降生，她变成了妈
妈，我变成了爸爸。于是，家里一起过年的人又多了
一个，我和她在这世上的牵挂也多了一份。

境外热度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期待中期待中

美关系站上新起点美关系站上新起点》》

被南华早报、中国时报、Yahoo新加坡等转引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中国一方面奉行对美友好
合作，另一方面保持战略定力。中国致力于深化改
革，促进发展，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将保持积极进取态势，继续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中国有能力适应国际环境变化，有信心应对风云
变幻。希望美国新政府牢记中美关系重要原则，与中
国相向而行。

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望海楼””文章文章《《习近平习近平

为世界经济开出中国药方为世界经济开出中国药方》》

被BBC等转引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世界
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但中国改革开放38年取得的成绩
更是中国人民任劳任怨、流血流汗、一点一滴干出来
的。中国也为世界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对外援助、培
训交流，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进口商品服务、吸
引外资、对外投资、出境旅游，展现了中国为世界带
来的机遇。习近平表示，中国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
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栏目编辑：李 贞）

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炸年糕！试炕温！

习总这些亲民的小细节，你注意了么？》

微信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炸年糕炸年糕！！试炕温试炕温！！

习总这些亲民的小细节习总这些亲民的小细节，，你注意了么你注意了么？》？》

网友“宗殷”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的视频我看了好几遍，总
书记对基层百姓有亲情、有感情，这也很好地诠释了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工作风。

网友“惠风和畅”

总书记在群众中爱说大实话，在国际舞台上又有
国际范儿，既亲民、亲切，又有领袖风范！我们给总
书记拜年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经济成绩单让

唱空者落空》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中国经济成绩单让中国经济成绩单让

唱空者落空唱空者落空》》

被文汇报等转引

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
计算，比上年增长6.7%，其中，四季度增长6.8%。对
此，专家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不仅继续实现中高
速增长，且 4 个季度分别增长 6.7%、6.7%、6.7%和
6.8%，走势十分稳定，同时，经济增长还伴随着结构
优化、发展方式转变。这样的成绩让那些看衰中国经
济的预言再次落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稳定
性与韧性。

▲ 图为山东即墨即发集团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免费包车上合影。 梁孝鹏摄 （新华社发）

▲ 图为兰州铁路局官方吉祥物“驼小明”在 D2745
次列车上和旅客互动。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千里之外，

是父母的期盼，是团圆的喜悦。一大家子人，围坐
在一起，吃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听零点钟声的响
起，是大家对“年”最美好的期待。大红灯笼亮
起，爆竹声声震天，现在的你，和谁在一起，回到
家里了么？

回家路上回家路上

阿甘他妈说过：
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味道。
就像你每一次回家，
也完全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和各种亲

戚，
又要给你出什么样的考题。
这种期待见面却不知道对面招数的设

定，
我们称之为
——薛定谔的春节。
这是 1 月 17 日上午上海彩虹合唱团发

布的 《春节自救指南》 的开篇词。这首排
练时间仅有 12 天的歌，在自媒体平台推出

的 数 小 时 之 内 ， 微 信 点 击 量 就 已 破 10
万+，微博转发量破万。目前，该曲在某
音乐网站的观看量已达 32 万次 （不算各种
其他账号、平台转载），迅速成为新年第一
神曲。

无独有偶，最近微博上火了这样一个话
题：给老爸发一条“爸，过年我不回家
了”，你会收到怎样的回复？于是“那些
年，我和爸妈亲戚一起过年的故事”，变成
了今年春节网上的热门话题。

2017，又一个战斗的春节

《春节自救指南》 与其说是一首歌，不
如说是一个小而精致的故事，一个关于大
龄剩男张世超春节回家“自救”的故事。

首先是上海方言、四川方言、东北方言
等 带 有 各 地 特 色 的 大 杂 烩 ，“ 找 对 象 了
没？”“有喜欢的人了没？”“明天我带你去
相亲，抓紧赶快减个肥！”“一个月工资多

少？”“到我单位来工作好不好？”这些问题就像一座座大山一样，搞得张世超应
接不暇。

在世超大姨略带自豪娓娓道来的声调中，张世超听到了他在日本留学的兄弟
不仅奉子成婚还考上了公务员的消息。说到高兴处，大姨掩饰不住自己的得意，
放声嬉笑了起来。成功人士老王带着儿子来张世超他们家里拜年了。他们从形象
到谈吐对张世超及其家人的优势都是压倒性的。套满一条胳膊的手表和家里的 60
亩水稻，刚收获的 A 轮融资和即将乔迁上海的公司，在老王父子亮闪闪的光环之
下，张世超全家人顿感一种被碾压的无奈。亲戚们在不停地感叹“人家的小孩令
我们好生羡慕，他们的生活我们可比不了。”

这就是近年来网上流行的“恐归族”的生活写照。“恐归族”，是指像张世超
这样常年离家在外工作到年关却对回家和父母团聚过年有压力的人。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

名为“木棉树”的网友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更多的可能来自那些非直系
亲属和朋友。过年彼此拜访，3 句内必问个人问题。有时候也是感觉压力山大
啊。”

对网友“CHENG WANG”而言，过年回家也是开启人生新事业的好机会，
他这样调侃走亲戚串门：“回家光买烟酒就要四五千，8户人家东西轿车后备箱都
不一定够，开着车挨家挨户送，感觉自己回家开始送起了快递。”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里总有年夜饭。”中国的春节，是一家人团圆聚会
的日子。亲戚之间，难免会有攀比和评头论足的事情发生。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
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包容的心态。因为家长里短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偶然被
评论和比较可能会带来一时之气，但是亲情和关爱才是更重要的财富。与其带着
怨气去面对问题，不如打开心胸，克制一时的不快。毕竟，一家人能有机会聚在
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过年不回家？机智老爸有办法

这边网友们还在思考着如何跟亲戚们斗智斗勇，那边又有网友开始感叹“我可
能有个假老爸。”最近，微博上兴起了一个非常火的活动——给老爸发一条“爸，
过年我不回家了”，你会收到什么样的回复？

满怀期待的网友纷纷动手尝试，大家认为父母盼望自己回家盼了一年，收到这
条信息后一定会特别着急，然而机智的老爸们早已想好应对的措施。

微信头像是“殷桃小丸子”的网友给自己微信备注名为“皇阿玛”的老爸发了
“春节我不回家”的消息。不久之后回信到了，“好的，过年我要和你妈一起去日本
旅行，你照顾好自己！”“去日本旅行这好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小丸子急着回复，

“那我呢？”然而对方再无回音，只留下她一个人在原地着急。
网友“盲女与少女”的爸爸则打起了她压岁钱的主意，她告诉爸爸春节不回家

时，爸爸给她发了一个大笑的表情，然后说：“真的吗？那太好了，你奶奶给你的
压岁钱全是我的！”

网 友 “ 哈 拉 伯 几 ”
在看到老爸的回复后心
里也是不能接受的——
老爸很快地给他回复了
一个干脆利落的“好”
字。他有些不能理解，
连发三个问号，“好？？？
这么干脆就？”老爸的回
复依旧很干脆：“就盼着
你说这句呢，你回来了
也不干活，天天往床上
一 躺 ， 吃 了 睡 ， 睡 了
吃 ， 还 花 我 和 你 妈 的
钱。”无话可说的“哈拉
伯几”哭笑不得：“你可
能 是 我 的 ‘ 假 爸
爸’……”

当然，不是所有老
爸反应都这样淡定。很
多老爸收到短信后非常
紧张，于是开始了想方
设 法 哄 孩 子 回 家 的 过

程。网友“百分之百甜ovo”的老爸使出了自己卖萌的绝技：“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女儿长大了，连我都不要了！”

网友“Nancy－笙”的父亲则信以为真，心里有些失落的他这样对自己的女儿
说：“女儿，以后想回来就回来，工作重要不用担心我们。”

当然，不是所有老爸都好说话的。比如这位网友的老爸，在收到信息后发出了
简单明快的警告：“你想上天吗？”而网友“黄路和猫”的父亲则说的更直接：“想
造反你就吭声！”

许多“80后”和“90后”的网友都是独生子女，长大离开父母之后，忙碌一
年，可能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和父母见一面。退休后的父母，寂寞地守在家里，
这就是社会中比较典型空巢老人的现状。有统计分析称，到 2050年，在我国的老
年人总数中，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占比将超过一半。所以对他们而言，过年很可能是
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了。看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享受家人团聚的幸福美好，这
是属于父母们的天伦之乐。

因此，“过年不回家”这句话，触动的是父母最敏感的神经。他们有人可以机
智地拆穿假象，但有可能心里还是对这句话的真假没有把握；有人则为了不给子女
增添负担，强忍着相思之情劝孩子们放心；而那些忍不住的，只好用怒气来掩饰自
己的失望和安慰，同时尝试着争取一线转机。

可怜天下父母心，每年过节，他们其实早早就开始等了，等我们过年回家。

你回家，就是过年了

网友小晨在国内上大学时，寒暑假都会回家，几年前出国留学，与父母远隔重洋，甚
至不能在家过节，只在圣诞节回来了几天。但是她的父母告诉她：你回家，就是过年了。

其实有很多人，是真的没法陪父母回家过年。网友“陈秋宇Ler”说：“5年没
在家过年了，因为我是一个兵，因为国家需要我。”而网友“叽咕叽咕啾咪”的爸
爸已经去世了，“今年他再也不能回家过年了。”

网友“战战肖战”和去年一样，给一个手机号发出了一条短信：“爸，你啥时
候回家过年？”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他好久了。

这一年，有些人在享受亲情的温暖，而有些人则在思念故去的亲人。一年到
头，团聚在一起才能是一个完整的家。

马上要过年了，在京东方科技集团工作的姑娘吴丹娃幸福地整理行囊回家。虽
然没有北京户口，虽然一年的工资买不起北京五环边上的一个厕所，她还是要回
家。“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等我。”说起自己的家人，她脸上洋溢着幸福。

在美国留学的陈菲菲匆匆坐了飞机回国，她要赶在大年三十之前，回到家里陪
父母一起过年。“人生的路走得再远，有家就有归途。”陈菲菲这样说。

“我们每年过年兄弟姐妹们都会在一起，”网友“会飞的猪”这样说，“《春节
自救指南》里面说的现象在我们家里也有发生，但是那又怎么样呢？这就是一家人
在一起的感觉，吵吵闹闹，但是团圆终归是幸福的，也许这才是生活本身的样子。”

薛定谔的春节，寓意为回家面对责难和享受幸福的可能性各占 50%。喧嚣过
后，家人们还是问了世超“大海参吃饱了没”“棉毛裤穿上了没”这些问题。正如
歌里总结的那样，“春节自救不仅靠智慧，还需要爱常相随。”幸福就这样再次拥抱
了张世超。在纷纷扰扰之后，家人始终会向我们敞开温暖的怀抱。生活是自己的，
爱你的人依然在家里等你。

这个春节，我们一起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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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彩虹合唱团的表演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