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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马俊杰
实习生 李旺 文/图 通讯员
陆逸 黄元浩 韦榕希）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铁）获悉，2月17日，春节假
期最后一天，我省发送旅客
54.1万人次，创下我省铁路
春运单日客流历史纪录。

据了解，17 日南铁共
计发送旅客 122.6万人次，
这也刷新了南铁春运单日
客流历史纪录。同日长距
离旅客也大幅增长，其中
山西、江苏方向客发增幅
超过80%，四川、云南、安徽
方向客发增幅超三成，前
往北京、上海、广东等热点
城市客发增幅明显。

从 1月 26日春运首日
至 2月 9日农历除夕，南铁
发送旅客 1113.8 万人次，
学生客流、务工客流与返

乡客流错峰出行，日均客
流较为平稳。

在春节8天假期中，南
铁管内整体以短途探亲流、
旅游流为主，共计发送旅客
707.3万人次，加开旅客列
车641列，其中动车组列车
522列，增加江浙沪、广深等
热门地区运力。福厦、杭
昌、龙龙三条高铁新线在假
期合计发送旅客 60 万我
次，扩大了闽赣两省人民群
众的节日“出行圈”，为春节
探亲出游带来更多便利。

从 2月 14日大年初五
开始，南铁单日发送旅客
连续超百万人次，返程客
流逐渐攀升，铁路春运进
入“下半场”。为更好服务
旅客高峰出行，南铁坚持
实行“一日一图”，及时通
过客票预售情况和实际客
流需求售票信息，灵活采

取加开、重联等方式提升
运力，满足百姓出行需求。

2月18日大年初九，南
铁管内客流维持高位，预
计当天发送旅客 118 万人
次，我省预计发送旅客55.2
万人次，今日计划增开旅
客列车126列，其中动车组
列车 98列，开行前往江浙
沪、广深等热门方向夜间
高铁 21列，春运期间南铁
已累计加开旅客列车超过
2000列。

记者还从福州客运段
了解到，为确保旅客乘车体
验，福州客运段春运期间在
部分高铁列车餐车车厢区
域临时设置“遛娃舱”，提升
带娃旅客出行体验。此外
还在列车上常备针线盒、哺
乳巾、女性专用包、应急充
电宝、一次性眼罩等物品，
满足旅客应急需求。

这届年轻人过年不爱走亲戚了？

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创下我省单日铁路客流最高纪录

发送旅客54.1万人次

新春佳节拜大年，热热闹闹走亲戚，曾经是多少人难忘的春节集体记忆。而如今，“过年走亲戚”的习俗似乎正在逐渐被年轻一
代淡化。今年春节期间，这届年轻人不爱走亲戚的相关话题屡上热搜，引起热议。

这样的转变何以发生？这届年轻人真的“断亲”了吗？18日，记者联系采访了几位年轻人，谈谈他们对于走亲戚的态度与看法。

那么，为什么有的年
轻人不喜欢走亲戚了呢？
记者咨询了福建省心理咨
询与健康教育研究会副会
长王永红。

王永红认为，如今社
会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过去的农耕式社会形
态，向现在城市化进程发
展。过去农耕时代，大家
互相聚集，团结协作，亲戚
邻里之间常常“你给我一
点米，我给你一点油”地互
相支持。而当今社会，人
们的个人主义与自我意识
逐渐增强，更加关注自身

的感受。除此以外，生活
节奏逐渐加快，大家更多
地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
我发展，因此也会减少这
种走亲戚的需求。

“网络时代的发展，也
影响了年轻人对走亲戚的
需求。”她表示，过去人与人
的社会交往是通过走亲戚
来完成的，如今只要通过微
信、QQ等软件就可以快速
及时地进行交流，人们对于
互相走动的需求便减少
了。同时，年轻人的生活态
度和价值观与亲戚们或者
是老一辈的人存在着较多

的差异，容易产生不舒服的
对话交流，这会让年轻人产
生一定的排斥心理。

对此，她建议，老一代
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背景
和年轻一代的不一样，在
交流时，彼此应当保有对
这种差异的宽容，让交流
更为轻松愉快。其次，要
学会有界限，学会拒绝，把
自己的个人主义的交流需
求呈现给对方，用树立界
限来影响亲戚与自己的交
往方式。最后，在接受外
部信息影响的时候，保持
内心的稳定和强大。

“今年只去了外婆家，我
觉得我们这辈的亲戚关系越
来越淡漠了。”今年 23 岁的
陈女士认为，和亲戚之间因
为年龄差距的问题，导致他
们的话题她都不懂，更没有
兴趣参与，“不是聊工作就是
聊结婚，给我介绍相亲对象，
每年都一样”。每次遇到这
样的话题，陈女士就会用微
笑蒙混过关。

“我都说‘对对对’，打个
呵呵混过去。”马上 25 岁的
隋先生也表示，过年时自己
都是和朋友同学聚会偏多，
和亲戚都疏远了，如果聊起

不便回答的话题，隋先生也
会选择用笑容应付一下：“没
办法，收了红包得客套一
下。”

有的人表面上像陈女士
和隋先生一样微笑应对，心
里却早已因为亲戚们的“冒
昧”暗生不满。

“本来只是拉家常，后来
开始催婚，把她的想法强加
到我身上。”24 岁的王女士
表示，自己目前没有结婚的
打算，但每年过年走亲戚都
会遭到亲戚的“软磨硬泡”，
有位伯母甚至练成了一套话
术：“年纪不小了，一个人不

结婚以后养老怎么办，这样
的 物 质 条 件 怎 么 养 活 自
己？”这让王女士不胜其烦，
也让她十分无奈。

过年期间，同样被亲戚
们老旧的思想所困扰的还有
泉州的陈女士。“差不多就行
啦，要求不要太高。”面对亲
戚的话语，陈女士无法理解，
她只是希望自己未来的对象
比自己高一点、壮一点，怎么
就成为他们口中的“高标准”
了？对亲戚的观点无法苟
同，又不想辩解，陈女士说自
己过年时就只能尽量少走亲
戚。

今年 19 岁的陈同学是
漳州一大学的师范生，谈及
回家过年的经历，他满是幸
福开心的表情。

“感觉挺久没回家了，平
时也就是在微信群里和家人
报备情况，让他们不要太担
心我。”假期一到，陈同学便
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坐
上了回福州的动车。到家
后，他便和家人一起走亲访
友。

“都是去一些比较亲近
的人家里坐坐，他们问的问
题也都是在关心我。”陈同学
说，家里长辈更多关注的还
是他的学业情况、日常生活
等，偶尔也会聊起他的情感

问题，他自己也很乐于分享
一些快乐的故事，“因为很久
没聚在一起了，从小听到大
的口音和熟悉的脸庞，会让
我觉得亲切和温暖”。

“真正关心自己的长辈，
不会问让人尴尬的问题。”陈
同学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可
以利用社交媒体、视频通话
等现代科技手段，与亲戚保
持联系。但只有在现实中的
面对面交谈，才能够增进亲
戚之间的感情，这也是他愿
意走亲戚的原因。

来自漳州的胡先生也有
和陈同学一样的想法。今年
31 岁的胡先生在这个春节
里忙活不停，不是在亲戚的

家中，就是在前往亲戚家的
路上。“愿意去走动的都是真
正亲近的人，大家都很放松，
互道新年祝福，吃吃饭聊聊
天就过去了。”

出于对胡先生的关心，
有的亲戚也会问一些让他有
点尴尬的事，比如：“现在工
作怎么样？”“准备啥时候结
婚？”不过，这些问题对胡先
生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好在亲戚们全都会适可而
止，有时也会对胡先生表达
鼓励和认可，这让在厦门工
作了快 8年的胡先生倍感温
馨，他表示和亲戚们聊天比
较舒适自然，没有不好的感
受。

N海都记者 林涓
见习记者 郭思琪

观点A：爱走亲戚，那是归乡人的避风港

观点B：怕走亲戚，最怕遭遇“灵魂拷问” 专家：长辈与晚辈间互相理解，让交流变得更为轻松

哥带你玩烟火
不走亲戚

我才不想
被催婚

高铁列车上，家长带孩子在“遛娃舱”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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