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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过年“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你认同吗？
　　过年回谁家过？这是一个一直
以来都困扰着夫妻二人的一个问
题，甚至在“大过年的”，成为引
发夫妻争执的导火索。中新网采访
发现，近年来，一些年轻人干脆不
做选择，决定“各回各家，各找各
妈”。除了“夫妻分居式”过年，
这届年轻人，还想出了各种各样新
的过年方式。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从 2019 年至今，这即将是小
萨和丈夫“各回各家”过年的第五
年。小萨表示，她尊重选择各种方
式探亲的家庭，但她的立场是更想
回自己家，不能因为维持夫妻感情
而丢掉自己的立场。
　　“对于夫妻关系，沟通是放在
第一位的。这就好比，很多家庭可
能会选择一直回男方家过年，当有
一天你说要各回各家，男方就会很
纳闷——‘我怎么你了，你就要回
你家？’”因此，小萨刚结婚时就
与丈夫商议此事，把想法摆在明面
上，过程很顺利。
　　小萨告诉中新网，她认为父母
的理解和支持，是夫妻能够各回各
家过年最关键的一点。起初，她认
为父母接受这种新观念的速度要慢
于年轻人，害怕父母会不开心，怕
他们认为两人的婚姻不幸福，后来
得到双方父母赞同时，她甚至没有
想到会如此顺利。
　　结婚 15 年了，何静一直都是
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过年。她在广
州定居，平时父母帮忙带孩子，因
为老家陕西冬天比较冷，再加上孩
子太小，所以父母和孩子就留在南
方和她一起过年。而公婆喜欢在老
家过年，丈夫则回老家陪伴公婆。
　　“我们都觉得这种方式挺好的，
两边老人都能顾及到。”何静谈到，

对此，丈夫比较好说话，公婆也很
开明。
　　有一儿一女的刘格也表示，已
经很多年都是在自己父母家过年，
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也是如此。因
为与公婆饮食习惯不同，并且过年
时家中有琐事需要她处理，刘格选
择与丈夫各回各家过年。
　　“我家的事情我处理，他家的
事情他来处理，我们俩过好自己的
生活就可以了。”面对说服各自父
母这件事，刘格如此说。

回娘家，一定要等到正月
初二吗？

　　“年三十在婆家，初二回娘家”，
是一些地方的传统做法。
　　今年是晶晶结婚的第二年，按
照当地习俗，结婚第一年要去男方
家过年，度过了一个不习惯且想家
的春节后，她和丈夫提出今年过年
各回各家。然而，每当她带着孩子
和公婆打视频电话时，他们都表示
很想孩子，让孩子回去过年，并表
示一家三口不能分开过年。
　　“我能理解老人想孩子的感
受，但我很少有时间回家陪父母，
回家四个小时的车程也不是说走就
走的，所以很难让双方都满意。”
晶晶无奈道。
　　她还谈到，父母内心是希望女
儿过年在家陪伴他们的，但还是问
要不要送她回去，怕公婆不乐意，
还说一家三口分开不太好。
　　小萨也提到，她身边的一些亲
戚朋友对她和丈夫的过年方式表示
质疑，有的摆出了当地的习俗规矩，
劝说她不能回娘家过年，例如“初
二之前不能回娘家”“在娘家过年
不吉利”“过年一家三口不能分开”
等。

　　“我不仅仅是听过这些话，而
是有人直接面对面和我聊，就好像
我回娘家过年，天就会塌下来一样。
但我觉得，不能被传统的观念束缚
住，对于这些观点，我选择‘自动
屏蔽’，毕竟我回家，最开心的是
我爸妈。”小萨说。
　　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这样一句
话——“偶尔，也会有亲戚和朋友
给我讲过来人的‘大道理’，但没
关系呀，我左耳进右耳出，管别人
怎么想呢，我俩开心就好了。”

这届年轻人，开始花式过
年

　　除了各回各家，这届年轻人还
想出了各种各样新的过年方式。
　　小萨观察了身边一些亲戚朋友
的做法，有的采取“轮班制”，即
去男方家过一年，再去女方家过一
年，还有的组织双方父母一起旅游。
　　她还曾与丈夫探讨，有了孩子
之后该如何过年，最终两人达成一
致：孩子满三岁之前，两人都不回
家，留下来照顾孩子，或者把双方
父母接过来一起过年；三岁之后，
则还是各回各家，至于孩子想去哪
边，把选择权交给他，让他自己来
拿主意。
　　刘格同样认为，孩子不是束缚
自己选择过年方式的因素。她认为，
过年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如
果双方父母离得近，就中午去娘家
吃饭，晚上去婆家吃，或者把双方
父母接过来，再比如，年前一起陪
父母们吃团圆饭，过年时则出去旅
游。
　　“我们现在有条件将两边的老
人接过来一起过年了，这其实是我
们一直比较想要要的方式。”何静
说。(文中采访对象为化名 )

　　记者10日从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获悉，
据统计，2023 年中国登记使用商品条码
的消费品新增 1964.0 万种，同比增长
19.2%，这是 2020 年以来中国消费品增量
首度转入正增长，消费品总量达 19173.7
万种。
　　数据显示，2023 年登记使用商品条
码的 41 大类消费品中，共有 39 类实现增
长，增长面达 95.1%。增量排位前十类的
服装、食品/饮料和烟草、医疗保健产品、
鞋类、美容 /个人护理和卫生用品、家用
或办公家具和陈设、厨房用具和餐具、个
人配饰、电气用品、机动车辆相关产品共
计 1590.4 万种，占全年总量 81.0%。
　　从主要类别增长情况来看，机动车
辆相关产品、家用或办公家具和陈设、
个人配饰同比位居前三，分别同比增长
120.0%、66.8%、51.1%，增长势头强劲；
电气用品、厨房用具和餐具分别同比增长
47.5%、47.1%，增速较上一年提升近一倍，
巩固了持续向好增长态势；食品 /饮料和
烟草、美容 /个人护理和卫生用品分别同
比增长 36.1%、33.7%，增速由负转正，
实现由稳步恢复转向为实质增长。

2023 年中国消费品新
增近 2000万种

　　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
号消息，2月 12 日晚，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发布关于不文明行为情况的通
报。通报表示，高某某 (男，53 岁 )，2
月 12 日在熊猫基地参观时，向江月馆室
外活动场内投掷物品，工作人员已将杂物
清理出室外活动场。鉴于高某某的不文明
参观及对大熊猫可能造成危害的行为，禁
止其终身再次进入熊猫基地 (含熊猫谷 )
参观。

男子在成都大熊猫基
地参观时向场内投掷
物品 被终身禁入

　　近日，澎湃新闻注意到，知名网红“铁
头惩恶扬善”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
上的账号均被封禁。此前，其因在直播间
里自爆涉黄经历遭到网友举报抵制。
　　账号公开信息显示，“铁头”网名为
“铁头惩恶扬善”，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2023 年 3 月开始，37 岁的他开始做打假
视频，曝光了三亚海鲜市场、老年保健品
等乱象，引起网友广泛关注。其账号在抖
音平台拥有 518 万粉丝。 据网友发帖爆
料，1月 12 日“铁头”曾在凌晨 1点 30
分直播时自爆其涉黄经历，引发网友举报
和抵制。1月 12 日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
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45 回复网友说，
会核实交办。1月 17 日，成都市 110 热
线人员回复相关咨询群众表示，会核实处
理。1月19日，其多个平台账号曾被禁言。
　　2月 11 日，澎湃新闻记者看到，“铁
头惩恶扬善” 的账号在抖音平台拥有
518 万粉丝，目前显示“账号已被封禁”。
快手平台也显示“账号已封禁，暂时无法
操作”。微博账号显示“该账号因被投诉
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
规定，现已无法查看。”

网红“铁头惩恶扬善”
遭全网封禁

去年全国平均气温为 1951年以来最高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的《中国
气候公报 (2023 年 )》显示，2023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71℃，较常年
偏高 0.82℃，为 1951 年以来历史
最高。
　　公报显示，2023 年全国平均
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 4.4 天，为

1961 年以来第二多。极端高温事
件为历史第四多，127 个国家站日
最高气温突破或持平历史纪录。
　　降水方面，2023 年，全国平
均降水量 615.0 毫米，比常年偏少
3.9%，为2012年以来第二少。冬、
春、夏三季降水均偏少，秋季降水

偏多。六大区域中，华北、东北和
西北降水量偏多，长江中下游、西
南和华南降水量偏少；七大江河流
域中，除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和辽
河流域降水量偏少外，其他流域降
水量均偏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