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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晚报要开设“唠家常”版
块，市民马女士最为积极，第一个
就向晚报讲述了她的故事。

“我老公一点儿都不喜欢我
带朋友回家，好闹心啊。”马女士
说，她也并非是经常带朋友回家，
或者让朋友住在家里，只是偶尔
喜欢约几个闺密到家里吃顿便
饭，聊聊天，即便如此，老公也很
不开心。

马女士说，俩人结婚有 10年
了，除了家人，老公从未让他的任
何朋友、同事到过家里，有时候，
同事或朋友给他送东西，老公也
是让其送到小区门口，他下楼取。

“老公觉得家是一个很私密

的环境，除了家人，不应该受到外
人的打扰。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也
理解，但是我觉得老公做得有些
太绝对。”马女士称，老公不仅是
不喜欢同事朋友到家里，对于邻
居，也不愿意结识，“早几年，在小
区里，老公都叫我网名，而不叫我
真名，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们
又不是嫌疑犯，这样会让我觉得
生活过于谨慎。”

马女士说，虽说现在俩人磨合
的时间长了，老公已经比之前好很
多，不再用网名称呼她，对于自己
带朋友回家，也多了些理解，但还
是会不高兴，依旧希望她可以跟朋
友在外吃饭，而不要带回家。

没事儿和晚报唠唠家常吧
婆媳、夫妻、亲子、邻里……

不管是开心的、烦闷的、好玩的、不解的

咱们一起说说家长里短那些事儿
本期我们聊聊“如何对待朋友来家里住”这个话题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每到傍晚时分，小区里的
住 户 们 便 开 始 纷 纷“ 出
动”，找个阴凉地儿，三五
成群地围坐在一起唠唠
嗑，说说东家长，聊聊西家
短，好不热闹。

其实，唠家常对于中
国人来说，可谓是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项。通过唠
嗑，大家渐渐从陌生变得
熟悉；通过唠嗑，大家相互
讨论交流共性问题；通过
唠嗑，也让生活变得更加
有趣。

因此，为了让《郑州晚
报》社区报更加接地气，也
更好地融入读者的生活，
今日，我们正式推出“唠家
常”版块。

婆媳、夫妻、亲子、邻
里……不管是开心的、烦闷
的，还是好玩的、不解的，在
这里，大家都可以找晚报唠
一唠，一起说说家长里短那
些事儿。我们的话题很广
泛，读者们可以自由发挥，
告诉我们你身边发生的家
长里短。此外，我们也会时
不时地设定一些话题，和大
家一起交流。

在这里，不用讲究说
话的艺术，也不用担心说
错话，我们要的是你最真
实的生活感受和观点；

在这里，不用觉得家
长里短是小事，往往细节
决定成败，我们做的就是
从小事着手，接地气；

在这里，不用觉得唠
家常是一件没面子的事
情，担心成为“长舌妇”，我
们求的是提供平台，让大
家公开交流。

所以，赶紧加入我们吧。
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赵柳影

在对带朋友回家这个话题
进行聊天时，记者发现不少市民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就
是如果夫妻一方的亲戚，长期住
在自己家里，很不方便又没法开
口说，怎么办？

市民孙先生就向记者讲述
了他的烦恼，“我小舅子在我家
住了2年了，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觉得很不方便。”孙先生说，他家
的房子是两室一厅，面积并不
大，可是利用率很高，在小舅子
来住之前，先是小姨子来住了一
年多，后来由于老婆生孩子，小
姨子才搬出去住，这还没刚清净
几年，小舅子又搬进来住，这一
住就是两年。

孙先生说，小舅子住在家
里，水电燃气暖气等各种费用都

没有掏过，吃饭也是随家里吃，
就偶尔买个菜，而这些费用全部
都由他来支付，此外，小舅子已
经结过婚，虽然老婆不在郑州工
作，但偶尔来郑时，也会来家里
住，这让孙先生觉得很不方便。

“虽然是亲戚，有些东西分
得不能太清，但是毕竟大家都结
过婚，又重新组建了家庭，还是
这样住在一起，感觉有些不方
便。”孙先生说。

而除了自己苦恼外，孙先生
又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同事的情
况，更为典型。“我这个同事姓胡，
家里一共住了 3 家人，他自己一
家，还有小姨子一家，还有一个亲
戚一家，光孩子就 3个。”孙先生
说，在身边，不少朋友都遇到过这
种情况，究竟该怎么办呢？

今日话题

老公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带
朋友回家，怎么办？

其实，对于带朋友回家这件
事，很多家庭都会有类似的不愉
快发生，但更多的是丈夫喜欢呼
朋唤友，总是带一帮哥们儿回家
吃饭、看球赛，老婆十分不高兴，
像马女士这种老公不喜欢让带朋
友回家的，还真不常见。

昨日，在华山路一小区，记
者就该话题与乘凉的居民们唠
了唠嗑。

“这真是反了，我们家是我老
公喜欢带朋友，不过现在有孩子
了，都忙着照顾孩子，我老公也不
怎么带朋友回家了。”休产假在家
的冯女士说，她倒是十分理解马
女士老公的感受。

冯女士说，她本身也觉得家
是很私密的地方，不喜欢很多人
来打扰，朋友想玩了就出去玩，回
家了就是休息，但是夫妻双方在
一起生活，不可能都按一个人的
习惯，俩人都退一步，什么事情都
别做得太极端就好。

而听完记者的讲述，李女士
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种事
情得看哪一方可以妥协，女方其
实也没有很频繁地带朋友回家，
说明她跟朋友也是可以在外面吃
饭逛街，而男方对于带朋友回家，
几乎是零容忍，因此，这种情况
下，女方不如让一步，跟朋友在外
约会，既玩了，也不会让老公生
气，还可以促进家庭和谐。”李女
士说。

李女士的说法得到了周围不
少居民的认同，但是今年 30岁的
张女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我觉
得这事儿看起来小，其实也不小，
如果让女方妥协，势必老婆心里会
不高兴，等于事情还是没有解决，
只是规避了，我觉得俩人还是应该
好好沟通，来个约法三章什么的，
比如只要老婆不是很频繁，一个月
带朋友来家一次，老公应该同意，
如果他真心不喜欢，可以出去找
自己的朋友玩。”张女士说。

你一言我一语

话题延伸

遇到对方亲戚长期住家
里，怎么办？

听闻孙先生的经历，网友们
也都十分理解，纷纷出主意。

网友“琥珀”说：“我刚来郑
州上班时，也没地方住，就自己
租房子，没去打扰我哥哥一家，
因为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但
是既然孙先生的小舅子没有这
种意识，那么，孙先生还是得跟
自己老婆好好沟通，委婉地告
诉小舅子自己的不便，要不小
舅子住得心安理得，却让主人
觉得很别扭。”

网友“马修斯”也称，自己曾
经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是亲
戚带着小孩儿住到家里了很长
时间，让他觉得十分不便，但一
直没好意思开口，最终还是拉下

面子，跟对方沟通，委婉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然后亲戚就很理解，
很快就搬出去了。他觉得主人一
直抹不开面子，不说的话，对方就
会认为住在家里没什么问题，也
不会主动地提出搬出去。

跟网友聊完之后，记者发现
对于此现象，大家的意见比较一
致，都是建议主人找一个时间，
委婉地跟自己的小舅子聊一聊，
或者通过老婆告诉小舅子，生活
在一起不方便，希望对方搬出。

亲爱的读者们，如果看到报
道，对于此现象，你有更好的建
议和方法，欢迎拨打晚报热线电
话 96678，或@郑晚社区报微博
来跟我们分享。

你一言我一语

参与
方式

拨 打 晚 报 热 线
96678，或@郑晚社区报我们

的新浪官方微博，把你想唠的告
诉我们。您也可以加入“中原二七
市民记者群”，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唠
唠家常，分享和讨论各自的家长里
短。我们的群号是：223103246。或
者把你想说的话传到我们的邮

箱：zzsqb@sina.cn,期待你的
声音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