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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下来就看 眼睛流泪也不停

大妈痴迷微信 孩子苦劝无用

家住市中区的张阿姨玩微信上瘾
了，儿子王先生有些着急。张阿姨今
年60多岁，退休后除了看孙子，现在
最忙的事儿就是玩微信了，王先生发
现母亲像个孩子一样迷上了手机，多
次劝说，却没有什么效果。

张阿姨有一次去喝喜酒，听说现
在微信很流行，很多人都是通过微信
联系，于是要求儿子教自己玩微信。
张阿姨学得很快，遇到不会的地方她
就找亲朋好友询问，身边玩微信的人
也多，大家都乐意教，很快她就掌握
了要领，可以自己发朋友圈，跟别人
聊天。张阿姨在微信里联系上了以前
的很多同事，还有好多年没有联系的
老同学，这下张阿姨对微信更是爱不
释手了。

玩熟练了之后，张阿姨还经常给
儿子发链接，都是一些心灵鸡汤、生
活小常识或是教人防诈骗的网页。和
亲朋出去游玩时拍的照片也会经常发
到朋友圈跟大家分享。看到母亲的这
些变化，王先生挺开心的。可是，母

亲好像对微信越来越依赖，这一点让
王先生开始担心。最近一段时间，他
发现母亲只要闲下来坐在沙发上，就
会拿起手机看微信，边看边给家人说
谁谁谁去哪儿玩了，话题总是围绕朋
友圈。母亲还给别人发关于心灵鸡
汤、生活小常识的链接，家里所有的
亲戚只要是加了微信的她都给发。晚
上母亲也是早早地躺在床上关了灯看

微信。张阿姨每次看微信都得戴上老
花镜，有几次王先生看见母亲摘下眼
镜眼睛都在流泪，担心母亲玩微信上
瘾影响身体健康，王先生赶紧提醒
她，可是收效甚微。王先生有些无奈
地说：“母亲现在跟小孩子似的，我
们也不敢多说。” （记者 张琛）

“每天回家都能看见小区里的几
个大妈站在楼下说话，跟她们打声招
呼过去吧，她们就在身后指指点点
的，真烦人。”家住市中区华南小区
的居民陈女士最近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

陈女士介绍，该小区住了不少退
了休的老年人，大家平时见面都会打

个招呼，时间长了就彼此都熟悉了，
没事的时候经常聚在一起聊聊天，唠
唠家常，陈女士说平时有什么事邻居
们都能互相帮忙，晚上吃完饭约着一
块儿出去散散步，也省得这些老年人
在家没事觉得无聊。可时间长了对彼
此的家庭情况有了一些了解后，有些
邻居就开始议论起别人家的家事了。

近日，陈女士晚上下班回家，刚
走到楼下就看见几位邻居站在楼前的
树下聊天，陈女士和他们打了个招呼
正准备回家，“前楼的一个阿姨给我
挥了下手，然后就凑过来问我，楼上
李阿姨家的女儿是不是离婚了，我听
了觉得莫名其妙，她说前段时间看见
李阿姨的女儿回娘家住，是不是和对
象吵架了？我赶忙说李阿姨的女婿出

差了，她女儿说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回
来住几天。其他人也跟着说最近都看
不见李阿姨出门散步，每次都和她的
女儿一起出去，也来不及多问。”陈
女士说。后来楼上的李阿姨不知道怎
么知道了这事，差点和邻居们吵起
来。

陈女士觉得有些老年人退休了，
平时没什么事就喜欢聚在一块聊天解
闷，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可他们议
论起别人家的家事就太不应该了，

“有时候小区里的邻居从旁边经过，
他们就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时间长
了，难免引起别人的厌恶，对维护邻
里关系也不好。”陈女士说。

（记者 王晨曦）

打听别人家事 背后指指点点

做邻居这样不好

进入到十月，不少人就开始勒紧了裤腰带，
不为吃不为穿，只为了掏一个接一个的份子钱。
家住市中区文汇嘉园的小郑却因为份子钱给多
少，和自己的好姐妹起了冲突。

据小郑介绍，她是 85后，从今年开始就觉
得朋友同学结婚的特别多，每个月的份子钱都要
掏那么两三份。到了十月和十一月则更夸张，十
月份同学结婚的五个，生孩子的四个，十一月份
结婚的也有四个。“而且，都是关系比较好的，
我算了一下，这两个月的份子钱就要五六千块
钱。”小郑说。

“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姐妹是 10月下旬结
婚，我和另外一个好朋友就商量着给多少份子钱
合适。我觉得给500就差不多，但是我朋友坚持
要给 1000。我就跟朋友解释了一下，说这个月
份子钱已经出了太多了，而且给多给少，也就是
个心意，没必要非得上千才能显示出关系好
来。”小郑说，让她没想到的是，她的解释却把
朋友给惹恼了。

小郑苦笑道：“我朋友就觉得，我们三个算
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那种朋友了，如果这种关系
都不给 1000 块钱，那我们的关系也太不值钱
了。她这么一说，我也挺伤心的，我们从初中就
一起玩，到现在都有十四五年了，关系好坏不能
根据份子钱多少判断吧。”

小郑说，她不能同意朋友的观点，也没办法
让对方认同她的想法，两个人的关系就这么僵下
来了。“因为份子钱给多少的事儿吵架，我还真
是没想过。可能还是观念不一样吧，我受爸妈观
点影响比较深，份子钱一直都出的不算多，我觉
得份子钱给多给少并不能影响我们的关系。不
过，她也不算错，因为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尤
其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份子钱普遍给的比较
多，好像给的少了关系就不好了一样。”小郑无
奈地说。 （记者 孙雪）

“份子钱给多少？”

好姐妹吵翻天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一个人在那哭啊？”
近日，市中区的赵女士上班的时候，无意中看见
单位大门旁站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在哭，赶
忙过去询问情况。

赵女士的单位旁边有个公交车站，经常有人
在单位门口等车，赵女士说以前也有过小孩跟着
家长等车的时候跑到单位院子里玩找不到家长的
情况发生。“我走过去就问小女孩怎么一个人在
这儿，是不是跟谁一块儿在门口等车的，可那个
小女孩明显是被吓着了，就站在那小声地哭，什
么也不说，还东张西望地好像在找人。”赵女士
说。她看见小女孩有点紧张也没敢再多问，也跟
着四处留意有没有人在找孩子。

恰巧其他同事也赶了过来询问情况，正当大
家着急时，赵女士的同事徐先生从单位楼上下来
说那是他的女儿，和他一块儿来的。众人这才松
了一口气。

徐先生表示，今天自己休班去接女儿放学，
路上想起有事要处理就直接把女儿带到单位来
了，“那你也不跟你女儿说声就把她一个人放单
位门口了，你女儿肯定是看你自己走了被吓着
了。”同事们听了徐先生的话纷纷埋怨起他来。
徐先生说他当时光想着要处理的事情了，下车跟
女儿说了声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就跑楼上去了，可
能女儿没听清楚，看他走了一个人紧张才会哭
的。

赵女士告诉徐先生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就把女
儿带到单位里面去，找个同事帮忙看着点，“这
么小的孩子如果乱走，丢了怎么办？外面车来车
往的人那么多，可不能太粗心大意了。”赵女士
最后提醒道。 （记者 李佼）

匆忙上楼办事将娃丢门口

粗心父亲惹哭女儿
10月13日，在市中区龙头路，“无障碍通道”被自行车、

电动车占据，市民希望能把“无障碍通道”让出来，留给需要
的人。 （记者 王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