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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春节假期“热词”盘点

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喜气洋洋，看点多多：延续反

腐高压态势，反腐相声上了春晚，反腐动漫短片受热捧，

请客送礼的少了，清风正气得到弘扬；从“小众

试水”到“全民狂欢”，网络红包成为羊年

春节的“标签”，为传统年俗注

入新活力；在这个春节，人们还

发现，异地团圆多了，旅游

“爆棚” 了， 雾霾

“爆表”了……

节日反腐

“听君一席话 ，颠覆人生观 ”“你

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我

交圈儿啊”……羊年春节中，反腐话

题走出文件 、新闻 ，走上春晚舞台 ：

相声《圈子》《这不是我的》、小品《投

其所好》等以辛辣幽默的语言，直白

刻画了官员受贿、包养情妇、搞小圈

子等现象。

与此同时，

３

个群众路线系列动

漫短片《群众路线动真格了？ 》《老百

姓的事儿好办了吗？ 》《当官的真怕

了？ 》在网络热传。 片中一连串数字

晒出了

２０１４

年反“四风”的成绩单，

还多次出现领导人卡通形象， 将反

腐这个政治话题， 按照网络传播规

律高调演绎。

节日期间， 反腐的高压态势持

续保持。 春节前夕的

２

月

１７

日，中

纪委网站公布了 “江西省政协副主

席许爱民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今

年元旦春节期间， 中央纪委监察部

网站开通“四风”问题监督举报曝光

专区， 每周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案件进行通报，截至

２

月

２１

日已

连续

５

周通报

６２０

起案件， 点名曝

光

８５５

人。 此外，反腐相声、反腐动

漫短片等， 借助春晚舞台和互联网

媒介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营造

了激浊扬清的社会氛围。

网络红包

从 “小众试水 ”到 “全民狂欢 ”，

网络红包成为羊年春节的新 “标

签”。 “网络红包让春节更时尚”“网

络红包点亮中国年”“红包大战暗藏

电商野心 ”“低头族毁了春节 ”……

尽管褒贬不一，但网络红包的人气却

一路飙涨： 微信和支付宝官方数据显

示，

２０１５

年除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

量达

１０．１

亿次，是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００

倍，

ＱＱ

红包收发总量

６．３７

亿个，抢红包

人数为

１．５４

亿； 支付宝红包收发总

量达

２．４

亿个，总金额达到

４０

亿元。

网络红包的走俏， 为传统年俗

注入新活力， 满足了人们联络情感

和商家营销的多重需求。 可以看到，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服务的带动下 ，

中国人的春节生活方式有所变化 ，

但核心民俗却并没有被剧烈改变 ，

只是通过线上线下， 将欢乐吉祥扩

展到更为广阔的虚拟空间。

相亲潮

不知不觉，

８０

后沦为婚姻“老大

难”，

９０

后晋级“晚婚”人群。 有网友

吐槽，“逼婚”已和“抢红包”“春晚”并

称羊年春节三大主力话题，纷纷感慨

“一句‘找对象没？ ’惹无数青年顿恐

归”。

除了瓜酒糖茶，春节期间最火的

广告， 莫过于相互角力的相亲网站。

与此同时，春节期间，各个城市的“相

亲角”人头攒动。 不少年轻人提前准

备应答 “攻略 ”，甚至 “租个女友 （男

友）回家交差”。

专家建议， 受传统观念影响的

“逼婚” 纵然带来心理压力， 但仍是

“爱”大于“逼”。 对于焦虑的父母，子

女应与之真诚沟通，坦诚告知人生规

划，减少父母的焦虑；父母也应尊重

子女的个人选择，避免以“爱”的名义

增加子女的精神负担。

春节霾

春节期间，伴随响亮的爆竹声，

全国各地纷现“雾锁迷城”的景观。

春节前夕，全国超过

１３０

个城市出台

烟花爆竹禁放措施，

５３０

余个城市出

台限制燃放的政策。然而，史上“最严

禁燃令”下，全国多地依然因燃放鞭

炮导致

ＰＭ２.５

“飘红”甚至爆表。 在

１８

日除夕

２０

时之后至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时，

全国共有

１０６

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指数

达到过六级严重污染， 其中河北、辽

宁、北京等省市多地连续严重污染。

城市重灾 ， 农村也 “在劫难

逃”。 熏腊肉、柴火鸡、放爆竹、烧秸

秆……乡间小路被各色烟雾笼罩 ，

城乡接合部更成为城里人“放个痛

快”的燃放场。

烟花爆竹被扣“致霾”帽子，各

界“环保烟花”的呼声不断高涨。 有

识之士倡议， 政府应支持禁限等政

策，鼓励百姓转变传统生活方式，主

动少放或不放烟花爆竹， 为全社会

“共有一片蓝天”尽力。

“洋范儿”旅游

羊年的“洋范儿”突出表现在热

火朝天的出国游上。来自珠三角的最

新数据显示，国际航班一票难求。 不

少人早早就定好了春节境外游的计

划。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及欧美等国

都是出境游的热门之选。一些选择过

“洋”年的市民认为，过年期间，国内

旅游景点人员“爆棚”，收费高、交通

不便， 反而是出境游性价比合适，能

玩得更加轻松惬意。

分析人士指出，过“洋”年成为时

尚，与汇率利好、签证放宽等因素不

无关系。 同时，国际运输能力的布局

和增长，也为我国游客境外旅游提供

了物质基础。

吐槽春晚

近日 ，

２０１５

年央视羊年春晚的

收视率对外公布：

２８．３７％

，创下历年

新低，再次引发社会关注。 春晚是老

百姓精神生活的“年夜饭”，筹备期间

主创人员严阵以待，精心排练，但最

终还是难逃被观众吐槽的结果。

不过， 有媒体提出，“哪里有争

议，哪里就有吐槽，哪里有吐槽，哪里

就有热度，哪里有热度，哪里就有围观。”

还称，“正是‘不完美’才拯救了春晚”。

事实上， 从

１９８３

年中央电视台

举办第一届春晚算起， 春晚已经

３２

岁了。 与往年相比，羊年春晚与移动

互联网紧密结合，首次推送到境外网

站，并且加入了微信“摇一摇”元素，

更加注重与观众的互动。

但鸡鸭鱼肉也有吃腻的时候，与

其说抢红包抢走了春晚的风头，不如

说老百姓的娱乐生活更加丰富了。逛

花市、看电影、境外游、网络春晚、地

方春晚……当五花八门的南北大菜

一道道端到面前的时候，谁会守住一

道菜不放呢？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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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团圆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按

照传统习俗， 异地游子春节都要回

到老家与父母过年。 但近来，儿女回

家看望父母的传统习俗被逐渐打

破，“异地团圆” 的潮流正在悄然兴

起。 许多“都市外乡人”把父母“请”

到自己生活的城市过年， 或者相约

海南三亚、福建厦门等旅游城市“游

玩过年”，团聚欢乐的方式更为丰富

多样。

有学者认为，如今，四位老人、

一对夫妻 、一个孩子的“

４２１

”型家庭

逐渐成为社会主流， 对他们来说，“异

地团圆” 不失为对传统探亲方式的补

充。现代都市人既要勤奋工作，又要照

顾远在家乡的父母，“忠孝”难以两全，

把老人接出来团聚， 丰富他们的精

神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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