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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暖气挽留小孙女
58岁的王大叔家住合肥市王卫社区，

儿子儿媳常年在江苏工作、生活，“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能在家多待几天。”王大叔

说，小孙女刚满 2 岁，去年过年，儿子儿媳

觉得合肥太冷，家里又没装暖气，便没带小孙女回来

过年，“亲家家在广东，比合肥暖和，他们一家三口便

去了广东过年。”

“他们不回来，我和老伴两个人过了一个五味

杂陈的春节，多亏社区老龄办的工作人员经常上门

陪我们聊聊天，不然更孤单寂寞。”王大叔说，亲朋好

友来拜年时，自己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所以今年我

打定主意，一定要装暖气。”王大叔说，从去年 11 月

份起，自己便开始张罗装暖气的事，“装好后我第一

时间告诉儿子、儿媳，并‘邀请’他们回合肥过年。”

“小两口答应我们，今年过年一定会带着小孙

女回合肥。”王大叔说，今年春节终于能实现一家团

圆的夙愿了，“我和老伴还特地把家里里里外外打

扫、装饰了一番，为他们购置了新床单、被套、毛巾等

生活用品。”

“我和老伴还准备过年前专门去江苏一趟，接

他们一家三口回来过年。”王大叔说，好几个朋友和

自己一样“卷入”子女“争夺战”，“有人重新装修了房

子，有人装了宽带……各使高招，都是为了让子女能

回家过年。”

摸底游乐场“实现”团圆年
60岁的李阿姨从5年前起，开始在合

肥带外孙，“每年春节前，我便赶回老家和

老伴一起过年，女儿、女婿和外孙则留在

合肥过年。”李阿姨说，女儿结婚6年了，外

孙都 5 岁了，却从来没回过老家过年，“我们老家是

县城，没合肥繁华，他们总说，回老家过年不热闹，也

不方便。”

最近李阿姨和女儿正式“摊牌”：今年春节，无

论如何一定要一起回老家过个团圆年，“女儿说，老

家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所以不愿回去过年。”李阿姨

说，连 5 岁的外孙也说：“外婆，老家不好玩，没有游

乐场。”

“于是我便让老伴在老家提前‘摸摸底’，把商

场、电影院、游乐场的位置都摸清楚了。”李阿姨说，

最近几年，老家变化很大，“见我们又是‘摸底’，又是

张罗春节行程安排，女儿终于答应和我一起回老家

过年。”

李阿姨说，为了让女儿一家不虚此行，自己还

特地规划了去老家周边游玩的路线，“老伴还把家里

好好地收拾打扫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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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谁家 老人卷入子女“争夺战”
专家：无需过于纠结，平时尽孝更重要

随着春节临近，“过年回

谁家”再一次被旧话重提。除

了子女们为此“暗战”连连，不

少老人也卷入这场没有硝烟

的子女“争夺战”。装暖气、安

宽带、摸底游乐场……老人们

各自暗暗“加油”，希望子女们

能携家带口回到自己身边过

个团圆年。近日，记者对此进

行了采访，专家表示，子女无

需过于纠结“过年回谁家”，平

时尽孝更重要，老人也要充分

尊重、理解子女的决定。

□ 陈红 记者 马冰璐

“去年你们去公婆家过年，今年你

们必须和我们一起过年。”最近，27岁的

郭女士因为“过年回谁家”的事烦心不

已，“我爸妈非让我们今年回家过年，公

婆那边也不愿意‘撒手’。”

郭女士说，自己和丈夫商量好了，实在不行

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可和双方老人一说，

他们还是不乐意，还说，不能让我们小两口分开过

年……可说来说去，谁都不愿意‘成人之美’”。

“既然他们都想和子女过个团圆年，那干脆

把他们都接来合肥，我们一起过年。”郭女士的丈

夫提议道，“你这个提议，我觉得靠谱。”郭女士也

表示赞成，随后两人便开始“分头”邀请父母来合

肥“团圆”。

“没想到两边老人都一口答应了，他们说，一

起过年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大家也不用争来争

去，我俩也不用感觉为难。”郭女士说，为了让两边

老人满意、高兴，自己和丈夫不仅采购了许多年

货，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春节行程，“希望他们过

个开心的团圆年。”

两亲家握手言和一起过大年

C

“今年过年，我们一家四口注定‘两

地分居’，无法团圆了。”35 岁的朱先生

说，由于双方老人互不相让，都要求他

们携家带口回家过年，无奈之下，自己

和妻子只好各回各家。

朱先生准备带着 7 岁的大宝回父母家，妻子

则带着3岁的小宝回岳父岳母家，“我们结婚8年

了，前几年都是两家轮流过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

执，可今年，轮流过年的方案不好使了。”朱先生

说，今年春节期间，恰逢父亲六十大寿，“父亲说，

我必须回去过年，给他贺寿，否则他在亲朋好友面

前没面子。”

“按说今年过年应该到岳父岳母家过年，所

以我很为难。”朱先生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各带

一个孩子回家过年，这样两边的老人都不得罪，

“只是可怜我们一家四口，过年要‘两地分居’，无

法团圆了。”

“我们把这个方案告诉了两边老人，他们都

同意了，我爸还说，‘抢’回一个是一个……真让人

哭笑不得。”朱先生说，自己还算幸运的，有个朋友

因为“过年回谁家”的事，已经和老婆“冷战”了半

个月，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分头回家“‘抢’回一个是一个”

D

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习俗是到男方家过

年，但是随着独生子女的成家立业和社会发展、人

口的流动，过年回谁家的矛盾渐渐凸显出来。“以

前家里面孩子多，而且夫妻双方老家往往不会太

远，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周金妹表示，其实，只要子女孝顺，且常回家看

看，过年回谁家的问题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小夫妻并没必要在‘过年回谁家’这个问题上太

多纠结，平时多尽孝，过年做好平衡兼顾，完全可

以解决。”

“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独生子女抱怨：‘我爸

妈只有我一个孩子，我一年才能和他们团聚一次，

我怎么能不回去？’但是如果你平日里经常回家看

望父母，少了过年这一次，也就不会觉得那么遗憾

了。”周金妹表示，“常回家看看”已经写入法律，

“这个法律约束的对象不分男女，不是说男方必须

回，女方不用回，或者女方必须回，男方不用回，不

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应该把回家看望父母当成

一种责任，不应该当成是负担。”

“老人各使高招，‘吸引’子女回家过年，看似

有趣，实际上透着浓浓的孤独和无奈。”周金妹认

为，子女们除了平日里要多陪伴老人外，逢年过节

应妥善安排好时间，尽量两边老人兼顾，都给予陪

伴和关爱，“老人也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

放在子女身上，可以多和亲朋好友聚会，多培养兴

趣爱好，丰富自己的生活。”

过年到底回谁家？周金妹也给出了自己的

看法和建议，“建议回双方老人家里都看看，比如

先到男方家再到女方家，或者先到女方家，再到男

方家，两家都要兼顾到，子女应当提前跟父母商

量，让他们感受到儿女的在乎和关爱，作为父母，

也要充分尊重、理解子女的决定。”

专家：无需过于纠结，平时尽孝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