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归族”是对那些在外地工
作、不愿意回家过春节的人的概称，
这类人群的形成原因主要有：财政
赤字、一事无成、父母逼婚、风俗习
惯、压岁钱看涨、交通费太贵、工作
太忙、假期太短、太累、气候水土难
适应、攀比、贫富差距大等。

“我其实很想回家啊，但觉得混
得好一点的时候再回去会更好。”思
乡的歌曲开始响彻大街小巷，可记
者却发现，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从“盼归族”变成“恐归族”。为什么
会造成这种局面？过年“恐归”的心
理，到底该如何调适呢？

□ 记者 李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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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血之穷也，千过梳发，发不白。

——《养生要集》”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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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针对人们的日常

生活，结合了人们的饮食

习惯，并借鉴参考《本草纲

目》《中医体质分类判断标

准》等资料，由中国营养学

泰斗、中国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会长孙树侠教

授指导编写，为读者提供了随时可以参考的煲汤养生

方案。本书中的汤品烹饪步骤清晰，同时配以精美图

片，便于读者学习和操作。相信您即使没有任何煲汤

经验，也能按照书中的步骤煲出味道香浓、滋补的家常

养生汤，让您的身体充满能量、活力四射。

过年像“过关”
年轻“恐归族”在恐什么？

●M.7596 男，合肥某银行行长，40 岁，1.78

米，大学，风度好素质高，真诚儒雅，离单，车房

具备，经济优越。诚觅一位35岁左右，1.62米以

上，大专学历，形象气质佳，秀外慧中的女士爱

相约。

●M.7896 男，合肥市级医院医生，35 岁，

1.76 米，大学，英俊儒雅，志趣广泛，未婚，车房

俱全。诚觅一位30岁左右，1.62米以上，大专以

上，知性端庄，温柔秀丽，有稳定职业的未婚小

姐牵手。

●F.8325女，合肥在编教师，32岁，1.65米，

硕士，清秀文雅，气质佳，未育，经济住房优。诚

觅一位 45 岁以下，1.75 米左右，专科以上，真诚

重情，综合素质好的先生结伴同行。

●F.8467 女，合肥省直机关公务员，45 岁，

1.65米，大学，肤白秀丽，气质典雅，车房俱全，经

济优越。诚觅一位55岁以下，1.75米左右，品貌

端庄，富文化内涵的先生携手同行，相知相守。

以上征婚信息由爱之桥婚恋中心提供，条
件合适的朋友可携本报至爱之桥办公室（三孝
口百大CBD中央广场公寓楼2006室），免费安
排约见。电话：0551-62839952（崇老师）

故事：不想回家过年，他们各有各的苦

这是一本能够传递养

生理念的书，书中详细介

绍了五谷杂粮的营养成分

和功效，并根据传统医学

“药食同源”的原则，讲述了因时养生、因人养生、因症

食疗、脏腑养生等内容。全书 67 道粥谱，每一道都融

入了营养、饮食、养生保健的知识。这本书由中国营养

学泰斗、中国食物营养与安全专业委员会会长孙树侠

教授指导编写，她以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大家：在

如今这样一个食品安全频频发生问题的时代，我们应

该如何吃得好，如何通过日常饮食实现健康养生；如何

通过小小的一碗粥来保养你的身体，改善你的体质，预

防各种疾病。我们相信，这本书不仅会让你成为煮粥

高手，也会让你成为健康的明星。

NO.1 王源：经济压力大不敢回家
31 岁的王源结婚三年了，但他也仅仅在婚后的

第一个春节带着妻子回了趟老家，而就是这唯一的

一次，让他“一想到回家就怕”。

王源是合肥一家高校的辅导员，每个月到手工

资3000元出头，妻子每月仅有2000多元。

婚后第一年春节前，两口子专门列了一个礼物

清单。据王源回忆，当时自己的礼物清单就写满了

整整三张A4纸，花去了6000多元。

礼物、红包再加上来回路费，那次过年王源一

共花掉了 16000 多元，这几乎是小两口三个月的工

资。“除去房贷，我俩人一年也就能攒这么点钱了，

一个年过完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干脆不回家过年

了。就跟父母说学校要值班，走不开。”王源笑得有

些苦涩。

不过王源说，自己也不是不回去，而都是利用其

他节日回家。“比如五一这样的假期，就只用给父母

准备东西就好。”这两年，不回家过年的王源已经攒

下了2万多元。

NO.2 吴晓帆：父母逼婚不愿回家
吴晓帆过年不回家也有自己的理由——父母逼

婚。过完年就满29岁的吴晓帆明白，父母都是为她

好，“但我实在不想过年被各种相亲破坏。”一提起过

年回家，吴晓帆直摇头。

吴晓帆是亳州人，大学毕业后就北漂，也谈

过男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眼瞅着女儿

奔 着 30 岁 就 去 了 ，父 母 急 得 像 热 锅 上 的 蚂 蚁 。

自从两年前吴晓帆回到合肥工作，妈妈隔三差五

就会打电话给她，旁敲侧击地说哪家男孩子不错

什么的。

去年春节，吴晓帆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因为离

家太久，我年二十八就偷偷溜回家了”。谁知道，刚

刚到家父母就通知她，已经给她安排了相亲。更让

她没有想到的是，从过年回家一直到年初四，天天都

有相亲，“最多的一天我跟三个男孩子见了面。”吴晓

帆从最初的不忍驳父母面子，到最后的忍无可忍，最

终提前买了车票逃回合肥。

想起去年春节回家相亲的痛苦经历，吴晓帆仍

然心有余悸，“今年真不想回家过年了。”

NO.3 范恒&陈芳：
外地独生子女，去谁家过年都不好

和苦恼不已的吴晓帆相比，范恒和陈芳面对的

却是“幸福的烦恼”。分别来自陕西和浙江的两个人

在大学时候就相爱，并于2014年在合肥组建了自己

的小家庭。眼瞅着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两个人却

犯了愁。

“按照我老家的习惯，媳妇肯定是带回家过年

的。但她家就她一个孩子，岳父岳母年纪也都大了，

真不忍心让老两口独自在家过年。”范恒说，去年春

节由于是婚后第一个春节，岳父岳母主动提出让陈

芳跟着范恒回陕西；今年范恒想平衡一些，和媳妇去

浙江过年，但又怕自己父母不同意。他也想过让双

方父母来合肥过年，可路途遥远，双方老人年纪也都

大了，春运人又多，这个主意也泡汤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哪家都不去，我们俩留在合肥

过年。”范恒想出了这个主意，陈芳也表示同意。不

过作为“弥补”，他们已经在元旦期间分别去老家，帮

老人们把该准备的年货都备好。“其实我们也知道，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这却是横在我们独生子女

面前的最大问题呀。”范恒苦笑着说。

在 国 家 二 级 心 理 咨 询 师 郑 老 师 看 来 ，过 年
回 家 应 是 和 家 人 情 感 交 流 的 机 会 。 接 纳 自 己
的 现 状 ，回 家 比 感 情 不 比 成 就 ，精 神 压 力 就 会
小很多。

“有的年轻人觉得自己在外面‘混’得不够好，
就不好意思回家，其实没有这个必要。在父母眼
中，只要回来过年，比什么都重要。”郑老师建议年
轻人，不要把成就作为自己最在意的事，要根据自
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不攀比，不虚荣，对可能
遇到的“炫富会”“攀比宴”坦然面对。

“如果人们对基本的生存都感到压力，身体就会
产生更多的皮质醇，海马组织也会萎缩，从而有可能
阻碍记忆的形成。”郑老师说，回家过年，除了享受亲

人、老乡们那些掏心窝子的“话疗”外，那些天然的
树、野生的草、低矮的房，以及自己从小就见惯了的
事物，人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无忧无虑的年代，一颗好
高骛远的心很快也能静下来。“这些早已被心理学认
为对人的心理治疗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说，回家过年
也是一种‘自我疗伤’。”

郑老师同时表示，家里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
的父母也要帮助孩子减轻心理压力，让他们高高
兴兴回家过年。比如可以酌情分担人情往来的
费用；同时像那个“逼婚”的家长，也要考虑到孩
子自身的感受，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只有让孩子
觉得跟父母在一起有安全感，他们才会愿意回家
过年。”

支招：父母和孩子都要互相理解，享受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