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临近春节，不少夫
妻都会面临“在谁家过新
年”的抉择。最近，一则关
于“过年回家”的消息登上
了热搜，之所以引发广泛关
注，是引发了广大独生子女
父母的共鸣。

那么，这道题到底有没
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家
庭选择过年“各回各家，各
找各妈”，你怎么看？

连续4年各回各家

今年是广州李女士结
婚第6年，她和先生还是各
回各家过年。回想起结婚
第一年跟着先生回老家，因
为气候、生活习惯、方言等
种种不同，她非常不适应。
想到每年要回去待十几天，
再想到自己爸妈没有陪伴
会很失落，于是李女士提出
过年回娘家，为此两人差点
在结婚第二年离婚。

好在冷静后，先生妥协
了，于是各回各家过年便进
行了4年。其间为了不伤老
人的心，李女士会提前给公
婆买些衣服、年货，也会给他
们准备红包。达成一致后，
夫妻俩的关系似乎更好了。

为去谁家过年，有的正
闹离婚

去年春节，杭州的王女
士要把小孩带回爸妈家过
年，老公坚决不同意。老公
老家在河北农村相对偏僻的
地方，条件也不太好。“这些
年来，我和孩子一直都是到
河北，在老公老家过年。”王

女士气愤地说，去年春节前，
她一气之下把孩子偷偷带回
自己老家过年，结果丈夫一
气之下报了警，报的是人口
失踪。目前王女士把离婚
诉状刚刚提交到法院。

提前约定好，就不会纠结

90后小李，杭州白领。
他的看法是，“这个不太符
合国情，大部分人不会这么
处理的，各回各家总感觉情
感上差了一点啊。”小李和
女友打算今年五一结婚，他
是湖北的，未婚妻是湖南
的，两家距离大概 1000 公
里。小李说对于过年回谁
家这个问题他还没有仔细
考虑，现在的想法是：隔一
年轮流回对方的家。

“今年春节女儿女婿一
家轮到在青岛跟我们一起
过节。”家住市南区65岁的
王建民告诉记者，“女儿跟
女婿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婿老家是菏泽的，他俩结婚
十几年了，每年中秋节、春
节轮着到婆家和娘家过。”

王建民告诉记者，对于
男方父母来说，儿子是最重
要的。对于女方父母来说，
女儿也是最重要的。女婿
要不要回家，儿媳妇要不要

去，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
要的是提前约定好，就不会
纠结。

“夫妻分居型”春节可接受

广州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姚华松则认为，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
变，春节期间夫妻各回各家
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被
称为过“夫妻分居型”春
节。这种模式不仅减轻了
夫妻双方在春节期间走亲
访友的压力，还让双方都能
更好地陪伴自己的家人。
如果夫妻间有真感情，男方
和男方家人足够通情达理，
那么，对于女方提出回娘
家过年这个事，男方应该
表达出充分的理解与尊重，
甚至鼓励。

专家认为，双方老人对
此事也应持开放态度。如
果双方老人都认为孝顺就
看儿女能不能回家过年，非
坚持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老
人就比较自私了。公婆是
父母，岳父母也是父母。孝
顺父母有很多形式，平时不
关心体贴老人，靠过年几天
短暂的团圆来尽孝，那是不
能弥补的，也是不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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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子女
支持母亲组团过春节

90岁独居老人
报名“拼家过年”

本报讯 冬日寒风凛冽，
挡不住爱的脚步。2月2日，
恰逢北方小年，记者随同爱心
机构宏远桃园东方健康颐养
中心志愿者，来到青岛市市北
区登州路、今年90岁的独居老
人张玲家中，与老人亲切交
谈，用实际行动为老人送上了
最温暖的祝福和关怀。

“谢谢你们来看我，真的
太高兴啦！”听说是承接“拼
家”过年活动的爱心机构，老
人热情地将大家迎进家中。

“老伴去世了，三个孩子都在
美 国 ，现 在 家 里 就 我 一 个
人。”张玲告诉记者，今年过
年，她本打算去美国与孩子
们团聚，但因机场航班问题
没能成行。

得知本报组织独居老人
“拼家”过年，张玲称赞活动办
得好、想得周到。“真是做到我
们心坎里了，一个人怎么过年
的难题，这不一下就解决啦！”
张玲把消息告诉孩子们，三个
子女也都替母亲高兴，“他们
说了，这次拼家过年花多少
钱，他们全包了。”

据悉，本次“拼家”过年
活动，老人们将前往莱西宏
远桃园东方健康颐养中心，
与来自天南海北的老人们齐
聚一堂，恭贺新春。“听说还
有免费的年夜饭大餐，不过
吃什么倒是次要的，关键是
能出去认识好多朋友，比孤
单一个人在家强太多。六天
的时间对我来说不算长，难
得碰到这样好的机会，能多
住几天才更好。”张玲说。

除独居空巢老人外，不
少家庭也表达了希望组团参
与“拼家”过年活动的意愿。

“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家里
地方小，住得紧巴巴的。正
好找个能吃能住，还有各种
娱乐活动的地方，一大家子
舒舒服服过新
年。”拼家过年
热 线 （0532）
66988698（记
者 尚美玉）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
消息，2月 3日，中央一号文
件发布，这是我国“十四五”
时期的第四份中央一号文
件。老人，是农村地区数量
最多的群体之一，在完善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相关内
容中，文件中的许多要求，
也都在向着这个群体投向
关注与关怀。

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意见》，提出有力
有 效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路线图”。文件要求健全
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因地
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
中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

年助餐和互助服务。健全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
机制。加强农村生育支持
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做好流
动儿童、留守儿童、妇女、
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关
爱服务。

在农村医疗方面，文
件 要 求 加 强 乡 镇 卫 生 院

和 村 卫 生 室 服 务 能 力 建
设，稳步提高乡村医生中
具备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的人员比例。持续提升农
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
能力。逐步提高县域内医
保 基 金 在 乡 村 医 疗 卫 生
机构使用的比例，加快将
村 卫 生 室 纳 入 医 保 定 点
管理。

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老人生活

健全农村养老服务体系
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

教育部：

鼓励银龄教师
支援民办教育
本报北京讯 近日，教

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银龄教师支持民办教育行动
实施工作的通知》，实施银龄
教师支持民办教育行动，充
分发挥退休教师优势，加强
民办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助
力民办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实施范围上，遴选一
批优秀退休教师，面向各级各
类民办学校，特别是民办高校
开展支教、支研，每年计划选
派约 2万名。鼓励银龄教师
投身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民办
学校，投身行业、产业、企业急
需的紧缺专业，帮助民办学校
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在资格条件上，申请教
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基础教育领域可适当放宽
至中级职称），一线教学科研
经验丰富。申请线下开展支
教支研的银龄教师年龄一般
在 75（含）岁以下，参与基础
教育领域的，年龄一般应在
70（含）岁以下；开展线上支
教支研的银龄教师年龄可适
当放宽。鼓励民办学校探索
推行“导师制”，由高素质银
龄教师担任青年教师导师，
发挥师承效应，形成学科和
专 业 梯 队 ，打 造“ 银 龄 智
库”。长期银龄教师，支援服
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 学
年。在保障措施上，民办学
校自筹经费，为银龄教师提
供必要的教学科研设备和生
活条件，做好日常服务工作，
落实相关待遇保障。银龄教
师援助期间人事关系、现享
有的退休待遇不变。（欧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