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在
这个充满喜庆与团圆的节日
里，领压岁钱 成了许多人记忆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
南方地区，除夕当晚长辈给晚
辈发“利是”，是一项传承已久
的年俗。长辈给晚辈发“利
是”，寓意着好事、大吉大利；
商家给顾客发“利是”，有繁荣
市场之意；父母给孩子发“利
是”，则饱含着望子成龙、盼女
成凤，希望孩子将来能成就大
事的期许。

发压岁钱，承载着长辈对
晚辈的关切与美好祝福。压
岁钱通常是孩子们过年收到
的第一笔零用钱，孩子们可以
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求自由
支配，无论是拿去消费，还是
存进银行，都能让他们开心不
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
激励作用。

不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
面性。如今，在一些地方，过年
给孩子发红包的攀比之风盛
行，这给不少人尤其是农村家

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和烦
恼。有的长辈无奈表示，虽然
单个红包数额不算大，但亲戚
众多，亲戚家的孩子也不少，积
少成多，这笔支出不容小觑。
多数农村老人收入有限，压岁
钱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笔不小的
负担。此外，随着人口流动加
速、生育结构变化，小家庭之间
压岁钱的“动态平衡”常被打
破，由此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带
来不必要的麻烦。

许多成年人对此深有体
会，走亲访友时给小孩子发压
岁钱，本是充满温情的传统习
俗和礼仪。但随着生活水平
提高，压岁钱的数额不断攀
升，反倒成了许多人的“心
病”。给吧，担心给多了会溺
爱孩子，给少了又觉得面子上
过不去；不给吧，又不符合传
统习俗。压岁钱到底该给多
少，实在让人难以把握。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习俗
和收入水平不同，压岁钱的标
准和发放形式也多种多样。

有的家庭在孩子参加工作后
便不再发放压岁钱，有的则一
直给到孩子结婚；发放主体有
的是父母，有的是隔代长辈；
发放方式除了发红包，还有买
书籍、玩具等。在很多传统家
庭中，压岁钱的发放并非毫无
节制，而是遵循家风和长辈的
意愿，无论数额多少，都传递
着美好的祝福与期许。

许多成年人回忆起自己
的童年，春节过后，孩子们总会
聚在一起，有的炫耀自己收到
的压岁钱，有的展示新衣服、新
鞋子和新玩具。那时，孩子们
收到的钱物虽然不多，却都能
从中获得满满的快乐，多年后
回想起来，依然感慨万千。

在给孩子发压岁钱这件
事上，数额多少其实并非关
键。重要的是，长辈要意识到
孩子心智尚未成熟，需要正确
的教育和引导，让他们明白金
钱来之不易，学会合理管理和
使用压岁钱，比如用压岁钱购
买学习用品，开发智力，或者

存入孩子的专用账户以备日
后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如今网上
晒压岁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这也滋生出城乡差别和地域歧
视等不良苗头。在大家庭内
部，如果处理不好压岁钱的问
题，也容易引发矛盾和隔阂。
这些不良倾向必须引起重视，
各地方政府、社区、学校、村委
会等有关部门应积极发挥管理
作用，发出倡议，加强对孩子的
教育，整治压岁钱攀比之风，这
对维护社会风气和家庭和谐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的“派利是”文化底
蕴深厚，不仅发给孩子，也发
给老人，上下级、合作伙伴、师
生之间也有互派“利是”的习
惯。这里的“利是”金额不大，
但派发范围广，主要是为了讨
个“大吉大利、好运连连”的
好彩头，五元、十元，甚至一
元、两元都可以，心意到了就
行。在一些地区，为了避免因
压岁钱产生负担和攀比，几个

亲人家庭之间会约定“互免”
压岁钱，让孩子们一起开心玩
耍。在个别压岁钱负担较重
的地区，也通过加强宣传教
育、制定村规民约等方式，逐
步减轻攀比和铺张浪费的现
象，积极推进移风易俗。这既
需要政府部门和村民自治组
织持续倡导，营造良好的社会
风气，更需要长辈们自觉行
动，以身作则。

倘若压岁钱一味追求高
额，甚至演变成攀比和铺张浪
费，那就违背了关爱和祝福的
初衷，沦为一种陋习。压岁钱
的意义在于传递亲情与祝福，
而非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情
意的深浅，将金钱和情意画等
号的做法是片面且庸俗的。

春节即将来临，让我们共
同努力，理性对待压岁钱，拒
绝攀比，抵制浪费，让压岁钱
真正发挥“压岁”的作用，培
育良好的家风、民风和社风，
一起度过一个祥和、文明、欢
乐的春节。

管好用好压岁钱，传承俭朴好家风
王如晓(市区)

“春节福利”
图/文 陶小莫 杜燕盛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
春节快到了，各种抢红包福利
在各个App层出不穷。然而，
一些不法分子也会趁机而动，
利用人们放松警惕的心理进
行诈骗活动。一个叫“五行红
包”的App谎称与国家合作发
放“红包”补贴，贩卖“金木水
火土”五种红包，声称集齐五
行红包就能提现巨额现金。
而在用户进行所谓的“提现”
操作过程中，App 会以保障交
易安全为由，要求用户提交个
人敏感信息和银行卡详情，从
而窃取用户隐私。

这些诈骗手段的出现，一
方面反映出不法分子的狡猾
和贪婪，他们抓住人们渴望在
春节期间获得额外福利的心
理，精心设计骗局，让不少人
防不胜防；另一方面，也凸显
部分民众在面对各类福利诱
惑时，防范意识的薄弱。春节
期间，我们在享受节日欢乐的
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守护
好自己的财产和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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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2025 年 1 月
23 日，信宜市正式启动了以“花样
年华·与李相约”为主题的李花旅
游文化节。此次节庆活动的核心区
域位于享有“中国三华李第一镇”
美誉的钱排镇。活动期间，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活动轮番上演，包括

“花样年华，缘来是你”相亲活动、
花灯巡游、汉服巡游、舞龙舞狮、飘
色表演、民谣花船演唱以及打铁花
等，为游客们带来了一场丰富多彩
的文化盛宴。

据悉，由于近期多轮冷空气的

影响，今年的李花集中盛开，密度较
大，观赏度达到了近几年的最佳水
平。最佳赏花期预计出现在农历春
节前后约 10 天的时间里。“李花
节”与新春佳节相遇，好心情邂逅
好风景，双节叠加，相得益彰。本次
李花节将持续至 2 月 12 日，为期
约 20 天。届时，远近游客可闻香而
来，在新春假期尽情欣赏千山覆

“雪”的壮美景色。
近年来，信宜市凭借其得天独

厚的山水生态优势和三华李品牌
产业优势，积极打好“生态牌”，谱

写“农旅曲”，奏响“振兴乐”，通过
农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城乡高质量
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百千万工
程”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该市在钱排镇打造的“山水
双合”“李花谷”等农旅景区声名
远扬，常年游客不断，实现了产区
向景区的转变、民房向民宿的升
级，果农也成为享受集体经济分红
的股东，乡村振兴的蝶变令人赞
叹。此次在新春假期举办“李花
节”，让游客在浓浓的年味中，充分
领略信宜洁白如雪的李花之美、农

旅融合的产业之美、日新月异的乡
村之美以及稳步发展的成就之美，
可谓一举多得。

茂名作为全国水果第一市，冬
季气候总体温和，拥有丰富的乡村
旅游资源，也不乏成功的发展案
例。例如，高州市古丁柏河梯田在
2024 年秋收后，村民改变以往任由
稻田闲置的做法，种植了格桑花。
这片远近闻名的格桑花海，使柏河
自然而然地成为春节前后农旅乡村
游的热门景点。新春假期，外出的
乡贤纷纷返乡，人流较为集中。据

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新春期间天气
总体平稳。因此，游览家乡、欣赏家
乡美景的乡村游，必将成为春节期
间的一种时尚。

当新春的喜庆与冬季旅游的活
力相互交融，乡村不再是寂静的田
园，而是充满希望与机遇的舞台。
茂名的高凉墟、疍家墟、橘洲墟、油
城墟、沉香墟、窦州墟、好心湖、柏桥
荔博园、摩天小镇、凤凰园、粤龙山、
高山廊桥以及众多乡村，都具备开
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和条件。各地可
借鉴信宜举办系列精彩活动的经

验，大力推动乡村冬季旅游。比如
开展乡村草莓和柑橘采摘游、举办
乡村春晚、举办沙雕灯光展、进行非
遗乡村演出、举办烟花汇演、开展乡
村猜谜活动、展播红色电影、举办篮
球、拔河、舞蹈等乡村比赛、举办乡
村诗歌朗诵活动、举办乡村美术和
摄影展览、组织外嫁女回娘家、开展
乡村单身青年联谊活动等。这些独
具魅力的冬季旅游活动，不仅能够
拉动乡村消费，助力乡村振兴，还能
让乡村的新春充满生机，迈向更加
美好的未来。

魅力冬季游让乡村生机勃勃
吴征远（高州）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坚
守清廉、一心为民，始终是党
员干部的重要准则。俗话说：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
过节。”这句俗语对党员干部
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提醒他
们 在 春 节 期 间 保 持 清 正 廉
洁。党员干部应提高思想觉
悟，自觉规范自身行为，坚决
做到管好“嘴手腿”，即不该吃

的坚决不吃，不该拿的坚决不
拿，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去，
严格落实“八项规定”精神，
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同时，党员干部要更加关注民
生民情，牢记初心使命，切实
履行好为人民服务的职责。

此外，坚守厉行节约、文
明过节，也是营造良好节日氛
围的关键。弘扬勤俭节约的

优良传统，反对铺张浪费，是
过好春节的应有之义。特别
是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各单位各部门及媒体应抓住
春节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开展
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营造浪费
可耻、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
全社会都应自觉抵制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等不良习俗，餐
饮单位要引导消费者健康用

餐，积极开展“光盘行动”，杜
绝“舌尖上的浪费”。在春节
期间，无论是出行游览，还是
亲友聚会，都要遵守社会公序
良俗，讲究文明道德，追求高
尚情操，拒绝低俗行为，人人
都要做文明的践行者，为春节
增添光彩。

节日不仅是人们享受快
乐的时刻，也是检验社会文明

程度的契机。过好 2025 年春
节，对我市在新时代新征程开
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只有
做到“两个坚守”，即坚守清
廉、一心为民，坚守厉行节约、
文明过节，才能营造出祥和、
文明、安全的政治生态和廉洁
氛围，凝聚起新征程前进的强
大力量。这应当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与自觉行动。

守住过节廉关，维护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王平生（电白）

请到茂名过大年
系列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