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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老龄协会协办

热热点点话话题题

要说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李
女士认为，物质丰富了，啥都比不
上一家人团聚好。 平时孩子们忙
着事业，连吃晚饭都等不到他们。
中秋节当天， 他们一早就去女儿
家， 到后发现女婿已置办了丰盛
的菜肴。“螃蟹、红烧肉、鸡、白鱼
和白虾，有十多个菜呢”，李女士
表示，全家人在一起吃饭，老两口
什么都不用张罗。 他们觉得在家
中围桌而坐，谈谈生活，比在外面

吃大餐还高兴。 那一瞬间，觉得孩
子们长大了，懂事了，他们的半世
辛劳很值得。

“要给就给点钱吧，需要什么
我自己买”，潘阿姨表示，她不想
让孩子们破费， 生活中也不缺啥
东西。 给了钱，她又用压岁钱等形
式还给孩子们。“一家人在一起快
快乐乐， 一起吃饭就是最好的礼
物了。 ”

“送什么礼物都无所谓，只要
一家人在一起就行了”，刘阿姨表
示，儿子生了两个娃，平时都由她

和老伴带着。 中秋节这天，老伴负
责买汰烧， 两个孙子由儿子和儿
媳自己管。 孩子担心他们累着，
几个大荤直接点了外卖， 再加
几个自炒的时蔬， 轻轻松松完
成了中秋节的团圆饭。 这一天，
全家人分工明确， 老两口也感
觉松了口气， 晚上也有时间一
起上街看看热闹。 有人表示，一
轮明月，一院桂香，一屋亲朋，
举杯畅饮， 中秋节的团圆就是
幸福的味道。

（晚报记者 黄孝萍 / 文、摄）

据天猫海外数据显示， 中秋节前
夕的 9 月 1 日 -10 日， 超过 600 万的
海外华人购买中秋节相关产品。 其中，
月饼、白酒、大闸蟹是“孝心单”的主
菜。 数据显示，澳洲华人中秋前期下单
人数增长 57%，下单金额增长 70%。 送
家人的礼品里月饼排名第一， 阳澄湖
大闸蟹虽捕期未到，但蟹卡、提货券已
提前热销传递乡情。 同时，这份“孝心
单”大数据显示，深圳、广州、上海、东
莞、 北京的亲人们收到的礼物最多，
受牵挂的人数也最多。 其中上海的

“孝心单”购买者最舍得花钱，剁手力
度最大。 不同城市“孝心单”也呈现出
地域特色。 除了月饼和白酒，苏州的
海外游子爱给家人投递糖果、膨化食
品等休闲零食，上海的海外游子热衷
为家人选购传统糕点、普洱茶、鲜花。
东莞的海外游子对植物鲜花更感兴
趣，多肉植物、永生花、花盆下单量超
过月饼。

网上也有超级实用的父母长辈贴
心礼物清单， 比如数码产品最好送字
大屏幕大的智能手机； 服饰方面可以
给南方的父母买一套冬季加厚睡袍；
送酒可以送品牌黄酒， 即使老人不喜
欢喝至少还能用来烹调鱼肉； 可以给
爱种点花草的长辈送种子； 家电一定
不要太智能，最好有机械键，使用者更
容易上手……

远在异乡的游子不能回到家乡，
也会用视频等方式连线家人。 不过，心
理学家表示， 其实礼物都是亲人情感
的外在表达方式， 跟父母亲人间最重
要的维系还是多打电话多看望， 即使
现在已是万物互联时代， 但不管是以
前的“见字如面”还是现在的“微信视
频”，都比不上真的回家看看，因为回
家会更令父母感动欣慰。

这个中秋节，江阴长泾一名小伙作为“毛脚女婿”，带着一车礼物探访丈人的故
事上了央视。 无锡人重情重礼，尤其是成年后的年轻人都会为父母准备礼物，回报
老人的养育之恩。 那么老人们收到礼物又会作何感想，他们期待的礼物是什么呢？

9 月 17 日， 锡山区东亭癌
症患者活动中心，将在东亭街道
北街社区开展提高技能活动。

9 月 18 日， 无锡市优恩户
外运动指导中心， 将在无锡公
益创新创业园四楼开展志愿者
急救培训活动。

9 月 18日，惠山区前洲街道
青城快乐志愿团， 将在惠丰社区

开展“三季生日幸福晚年”活动。
9 月 19 日， 无锡市木子书

香阅读馆， 将在阳光城市花园
C 区 22-2 开展公益绘本阅读，
欢迎 0-6 岁小朋友报名参加。

9 月 20 日， 锡山区尚书苑
社区服务社， 将在尚书苑社区
开展“新爱好 - 老有所长生活
更多姿”———喜迎建国 70 周年

诗歌朗诵学习活动。
9 月 21 日， 梁溪区曦语公

益服务中心， 将在梁溪区残联
开展手“唱”无声之歌聋人文艺
季季演———哑剧小品比赛。

9 月 22 日， 无锡市清莲传
统文化艺术中心， 将在梁溪书
院开展少儿曲艺快板活动。

（黄孝萍整理）

链接

欢迎您来到乐龄家园
欢迎读者推荐身边的百岁老人、健康

老人、才艺老人。 如果家中老人在适老化
生活中遇到困难， 或有好的解决之道，欢
迎来电 、来稿和我们聊聊 ，也欢迎推荐好
用的物品和设计。 锡城各社区和公益组织
若开展有创意的为老服务活动 ， 也欢迎
前来展示。 相关线索可致电 88300000，也可
发到邮箱 lelingwx@163.com，或给微信公众号

“孝萍工作室”留言。

公公益益速速递递

姜先生和爱人李女士都是安
徽人，只有一个独养女儿。 舍不得
孩子一人在异乡打拼， 五年前，两
位老人在退休后举家搬到无锡，告
别了熟悉的朋友圈，只为给孩子减
轻一点肩头的担子。老两口在无锡
有自己的住房，相当独立。 中秋节
前，两位老人就收到了女儿、女婿
送的礼物，月饼、烟酒和水果等，女
儿还为母亲买了一条新裙子。中秋
节当天，李女士特意穿着新裙子和
女儿一家一起过节。

从盐城来锡的薛德俊和姐姐
一起带着 70 岁的母亲到南长街
中秋赏月（见图），他说这个节日
没给父母买什么，因为两代人住
在一起，想吃啥随时都能买。 他
的母亲潘阿姨表示， 每年中秋
节，两个在上海工作的女儿也都
会来无锡看望她，总是会带点月
饼之类的礼物， 多得吃不完，所
以今年她没让儿子再买月饼之
类的东西。

刘女士也是和儿子住在一

起， 儿子和儿媳也提前送了月饼
和烟酒作为中秋礼物。

据观察， 中秋节对于许多无
锡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 特别
是初次上女方家门的女婿， 送的
礼会重一些。 锡城网友们对送什
么也各抒己见：“肯定是生活用
品， 实惠的父母才喜欢”“没什么
比送钱更实惠的了”“回家看看，
带点礼物， 百善孝为先”“大头给
点钱，再按各自喜爱的卖点水果、
营养品或酒之类的”……

李女士说，孩子们送礼物，她又
感谢又心疼。 感动的是，女儿心中有
老人；心疼的是，小辈挣钱不容易，
经常加班加点。 她总是嘱咐女儿、女
婿什么都不要买，家里都有呢。 但说
了没用，该买的东西，他们一点都不
会少。

潘阿姨也是随儿子一家来无
锡的，但她也没闲着，和老伴一起
开了个水果店， 经济上都过得

去。 她年轻时，会在中秋节给双
方老人准备几样薄礼。 比如父亲
爱抽烟，就会捎点烟；公公爱喝
酒，就买点酒，都是按着他们的
喜好而来。 她和老伴都不抽烟喝
酒，孩子们就不会送这些。 但儿
子对他们也很孝顺，她戴的银手
镯是儿子买的。 中秋节，做建材
生意的儿子还在店里忙，晚上才
有空和家人团聚。 这个节日老规

矩， 她掌勺做了一桌家乡菜，让
儿子和女儿们即便在异乡也能
感受到团圆的味道。

“孩子们买东西，是他们的心
意，我们照单全收”，刘阿姨说，孩
子心中装着自己， 她从不嫌好嫌
坏。 有些东西买贵了，她也从不多
说。在她和老伴看来，物质上没有
什么特别需求， 孩子们的礼物更
多的是一份心意、一份问候。

是是送送给给老老人人最最好好的的礼礼物物团 聚

送什么？ 月饼仍是中秋节标配

怎么看？“孩子能想到我们就很感动”

要什么？ 团圆才是节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