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老人送年礼 实用比价格更重要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春节回家，年轻人总要给老
人买几件礼物表达孝心。如何给
老人买件称心的礼物，却让人颇
费脑筋。有的人钱花不少，买的
礼物却遭到长辈“吐槽”，有的人
却能“花小钱办大事”，深得长辈
的欢心。

看似“高大上”
实则“不走心”

前几天，在北京工作的陈先
生因不能回家过春节，便提前给
年过八旬的爷爷网购了一个电
动按摩仪。收到孙子的礼物本是
一件高兴的事，但打开包装后，
陈先生的爷爷却皱起了眉头。原
来，这个价值 2000 多元的按摩
仪具有全身按摩、腰腿热敷、血
压测量等 10多项功能，还支持
人工智能语音声控。这么多的功
能，该怎么用呢？

陈先生的爷爷戴着花镜，研
究了半天说明书也没弄明白，只
好作罢。“爷爷，你别着急，等我
回去教你怎么用吧！”陈先生和
老人视频通话后，才发现自认为
的贴心礼物没有让老人很称心。

日前，市民许女士为 72 岁
的母亲选购新年礼物时，在一家
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热销的燕
窝年货礼盒。平台的主播一直在
强调，这是一款“低脂低卡”“适
合馈赠长辈”的产品。一看月销
量有 4000 件，许女士毫不犹豫
地下了单。

收到女儿送的新年礼物后，
许女士的母亲仔细查看配料表
发现，冰糖的含量居然比燕窝还
要高。这对于血糖较高的老人来
说，显然不太合适了。许女士很
是郁闷地，怪自己没有仔细询问
商家。

礼物不贵很称心
按需购买最重要

在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徐女
士告诉记者，她爷爷今年 95岁
了，身体很健康。每年过年前给
老人选礼物时，她都会颇费一番

脑筋。因为每次问老人想要什
么，他都会说家里什么都不缺，
不用破费，过年来吃团圆饭就
行。

“爷爷年轻时当过兵，对军
装有特殊的情感，我给他买了一
件军绿色的棉坎肩，花了 100多
元。”前几天，徐女士提前把这件
礼物给爷爷送到了家里。老人看
见礼物后笑得合不拢嘴，当即就
穿到了身上，还连连夸孙女“有
心”。

市民刘女士的父亲是个戏
曲爱好者，平时出门遛弯时总带
着一个老款的随身听，一边听一

边哼唱。前段时间，刘女士的儿
子不小心把爷爷的随身听摔到
了地上，再播放曲子总会发出

“滋滋”的杂音。“没事儿，就是接
触不良，能将就着用！”刘女士的
父亲说。

刘女士知道父亲平时节俭
关了，肯定舍不得换新的。她来
到欣怡电子城，花 120元钱买了
台新款的随身听。新买的这款随
身听不但音质好还很小巧。刘女
士的父亲“埋怨”女儿不该花这
个钱，却拿着新随身听爱不释
手。

“就算是我送您的过年礼物

吧，你喜欢就行啊！”看到父亲高
兴的样子，刘女士觉得这件礼物
是送对了。

选对的不买贵的
让老人感受关爱

对于给老人选购过年礼物
比较纠结的现象，记者采访了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在我市一家
中学任教的孙文慧。孙文慧表
示，在选择礼物时，要充分考虑
到老年人的接受程度。对一些
老人来说，那些功能复杂、操作
烦琐的电子产品或高科技产品
不太适合，因为他们很难学会
使用。同时，老年人通常都比较
节俭，高价的礼物可能会成为
他们的心理负担。过年讲究说
过年话、讨吉利，有些老年人不
愿意接受带有“医用”等字样的
产品……所以我们在给老人选
择礼物时，要细心和谨慎一点，
避免让他们感到不适。

“年轻人要多换位思考，充
分与老年人交流，用心去倾听他
们的需求，根据老年人的喜好挑
选。方便实用、能够解决实际问
题的礼物才容易受老年人青
睐。”孙文娟建议，在春节假期期
间，年轻人可以组织一些老年人
也能参与的活动，如家庭聚餐、
逛逛景点等，这样既让老人感受
到来自晚辈的关爱，又有利于他
们的身心健康。

春节临近，很多市民开始着手为家中的长辈准备礼物。选什么样的礼
物才能让老人觉得称心且实用，这就很考验儿女们的智慧——

前几天，市民叶女士在家大
扫除时发现，她竟在不知不觉间
攒了一抽屉的外卖餐具，光是一
次性筷子就有五六十双，占去了
不少空间。包装袋、外卖餐具、服
饰挂牌……这些在不少人眼中
没什么用处的“破烂”，成为一些
年轻人眼中的“宝贝”。他们不仅
乐于收集，还尝试改造或与其他
爱好者分享、交流。

“破烂”成堆

临近春节，叶女士早早开始
了大扫除。这一收拾，她发现厨房
的一个抽屉已经被各种各样的外
卖餐具塞了个满满当当。塑料碗、
一次性筷子、勺子、叉子、手套，甚
至还有不少奶茶吸管。叶女士数了
数，其中光是未拆包的一次性筷子
就有五六十双（右上图）。

“我有时候点外卖在家吃，
习惯用家里的餐具。可是随餐附
送的餐具丢了也可惜，就都留下
来了。有时觉得餐具质量不错，
我也会洗一洗继续用。等家里来
客人的时候，这些餐具就能派上
用场了。”虽然家里几乎很少有
人做客，但叶女士依然攒一次性

餐具攒得乐此不疲。
在市民刘女士家的阳台上，

各种各样的包装袋堆成了堆。为
了给这些闲置袋子安个“家”，刘
女士还特意买了两个收纳箱。随
着袋子越攒越多，家人常让刘女
士赶紧清理这些“破烂”，但她舍
不得。“万一有用呢。”刘女士这
样说。

“无用之美”

对许多市民来说，“攒破烂”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破烂”有的
赏心悦目，有的承载着旅途的回忆，
有的“扔了怪可惜”。经过不断积攒或
是灵光一现的“爆改”，这些“破烂”给
人带来了愉悦的心情。

市民刘女士喜欢将各种各样的
包装袋收集起来。“许多袋子特别漂
亮，有的是‘联名款’，有的上面印着
本地特色，更像是文创产品。”刘女士
去外地时，也常常将当地有特色的购
物袋带回来。对她来说，这些袋子也
替她留下了美好的生活记忆。有时，
她也会将一些袋子进行改造，做成各

种各样的收纳包，别有一番乐
趣。

奶茶杯套、服饰挂牌、玻
璃瓶……这些生活中的“边角
料”被不少年轻人视作收藏
品。在网上，关于“无用之美”
的讨论吸引了许多人，不少人
展示了自己积攒“破烂”的经
历，还有人与其他网友分享和
交流。“我攒了一百多个服饰
挂牌。其实那些大大小小的挂
牌在剪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没
什么用了，但我慢慢攒着，竟
也感觉很快乐。我以前效仿网
上的其他博主用挂牌做过‘垃
圾手账’，还获得了那位博主
的点赞，感觉很有意思。”市民
张女士说。

警惕“囤积障碍”

对于一些年轻人热衷的这
种别样收藏，有人表示，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囤积乐趣，如果能
从中获得快乐，那就是一件有
意义的事。不过也有人认为，凡
事过犹不及，虽然储藏东西很
常见，但如果积攒的物品过于

“无用”，或者挤占了过多的居

住空间，也会影响居住环境
和身心健康。

对此，记者采访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于丽丽。于
丽丽表示，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一些市民通过“攒破烂”
发现了生活中更多的“小美
好”，心灵得到了治愈。不
过，囤积行为一旦过度，就
可能是患上了囤积障碍，主
要表现在对物品存在不合
理的信念，无法控制囤积行
为，且难以觉察囤积行为带
来的严重后果等。这样一
来，就需要及时干预或治
疗。

于丽丽提醒，虽然一些
市民通过囤积物品获得了
积极的情绪，但过度囤积也
会造成生活空间的拥挤和
杂乱，因此，学会“断舍离”
同样重要。只有适度，才能
提升生活的掌控感，不被物
质所累。另外，如果家中有
人出现了过度囤积的行为，
市民不应一味强制“断舍
离”，而是应多给予理解和
关注，必要时尽早寻求专业
人士的帮助。

成堆的各式包装袋、满满一抽屉的外卖餐具……一些年轻人竟喜欢上了一种
别样“收藏”——

爱上“无用之美”警惕“囤积障碍”
本报记者 刘冰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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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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