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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趟温馨列车，回家的路
变得不再遥远
□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史春阳

“这趟车我坐得很舒服。”昨日下午，60多岁
的王女士，在长时间乘车后，安全到达了郑州
站。王老太是从深圳赶回来的，在儿子家住了
半年，临近春节思家心切，要回家过年。

王女士说这次坐车，她觉得舒服多了，本来
上车时胃有些不舒服，睡在上铺，想活动活动都
不太方便，自己想给下铺乘客调换怕人家不同
意。没想到，她的异常情况，被列车员看在眼
里，特意找下铺的乘客商量了下，乘客也很理
解，顺利把铺位调了一下。

郑州铁路局客运段深圳车队第四包乘组工作
人员介绍，在春运前，他们都进行了专门培训，确保
让每位乘坐该列车的乘客有一个舒心的旅程。

春运“邮寄”儿童热
□晚报记者 李雪 王菁 通讯员 崔志勇

春运以来，郑州机场地面服务部累计接待
156名无陪儿童，平均每天约20人。这些小朋友
出发和到达的目的地大部分集中在广州、深圳、厦
门等城市，主要是利用寒假探亲、回家。

办理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需要注意：无成
人陪伴儿童须在购票时提出申请，申请被接受
并核实无误后，填开客票；办理手续时，应由儿
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填写“无成人陪伴儿童乘机
申请单”，由儿童父母或监护人陪送到机场问讯
处办理交接手续，并在下机地点安排人员迎接，
由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负责办理交接手续。

又是一年春节到，很多在外工作的人
都准备回家过年。然而，有一部分人却被
称为“恐归族”，他们对于春节回家有着显
而易见的恐惧和抵触。也许有人看来，他
们的做法太过冷漠，但对于“恐归”一族来
说，不回家实在有太多不得已的苦衷。

晚报记者 孙娟 实习生 张婷

网友提出
治疗“恐归”建议

第一，如今真不想回家，可
带着父母“家庭式”旅游，孝敬
父母的同时也增进彼此了解。

第二，遇到父母逼婚，态度
要积极，表明自己努力认真寻
找另一半的态度，或者有意无
意提起异性朋友，让大家感到
你主动和异性交往。

第三，看望亲戚朋友时，可
适当买些对方称心的东西，投
其所好，让人喜欢的同时也避
免了价格上的尴尬。

第四，不必要的聚会主动
减少，尤其春节团聚的特殊时
刻，没有子女陪伴，父母会倍感
孤独，应好好珍惜回家的机会。

第五，坦然告诉父母自己
的收入，同时也告诉父母自己来
年的打算，赚多就多给点，赚少
就少给点，父母在意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第六，哪怕无法回家过年，
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也是父母
心中最大的喜悦。

第七，当在犹豫是否回家
时，不妨唱3遍《常回家看看》，
然后打点行李，回家喽！

交通拥挤
在春运时刻，所有交通运输线都人满为患，

回家路程总让人烦躁不安。
刘静老家在安徽，每年春节她都要提前向公

司请假两天，先坐火车再转汽车才能到家。“去
年，我排了三四个小时队才买到一张坐票，没有
卧铺，上车时太挤了，脚上的鞋都被踩掉一只。”
她说，春运火车上很挤，过道都站满了人。

“想起再从家回到郑州，我的头皮都发麻，现
在不敢提春节过年回家。”刘静说。

经济状况不佳
小李是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10届的毕业生，

留在郑州工作才半年。春节是否回家的问题，已
经困扰了她很久。

“我现在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了，这是全部家
当。”小李很无奈。

小李列出了一个账单：给爸妈的过节费 500
元；小侄女、小外甥的压岁钱 200元；看望亲戚的
各类礼品费 800 元；与同学、朋友聚会的份子钱
300元；回老家来回路费300元。

“我现在没有积蓄，手里的钱大概只有路费，
我该怎么回家？”小李说。

父母逼婚
今年 29岁的小梁，老家在山东省。她大学毕

业后一直留在郑州工作，年年春节回家的她，今年
选择了不回家。

这么多年来，小梁一直努力工作，成为公司
的一名客户主管。以往春节每次一回去，父母
都要问长问短：“每个月赚多少钱？什么时候结
婚……”这些好心的关怀让她颇为难受，每次都以

“快了快了”“明年一定带一个回来”等回答过关。
最近，父母一周 3 次电话频繁逼婚，犹如压在

自己心头一块沉重的石头。小梁说，今年会打个电
话给父母拜年，在郑州第一次自己过年。

攀比心理
在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做普通职员的杨先生也

对回家过年满是“绝望”。
“我这 26 年的人生就是在对比中度过的，一

出生就被抱着到处跟别家的孩子比漂亮，好不容
易上了学，开始比成绩，回家比孝顺，现在父母经
常对比的是，谁家的孩子赚了多少钱，买了啥房
子。我过年真是不想回家，回家的压力太大了。”
杨先生无奈地说。

怕应酬
作为一名从农村出来的孩子，老王在郑州一家

房地产公司做副总，年薪二三十万，也算是事业有
成。在他看来，回家最怕的就是应酬。

老王说，一回到家，亲朋好友都来请吃饭不说，
乡里的领导，村里的干部，每家都要来请吃一顿，这
一顿饭吃得当然不是那么简单，托办事的，说捐款
的。去年春节回家 6天，他竟然只在家陪老父母吃
了两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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