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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节送礼成人情负担，年轻人该如何选择？

2024 年 09 月 16 日 15:19 来源：中国新闻网

送还是不送？送什么、送多少、怎么送？

中秋节将近，一些缺乏人情往来经验的

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求助——

求一份中秋送礼攻略。

刚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刘洋就在网

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月薪四千，不求

人，不办事儿，表达领导对我工作上的

照顾，该送什么好？

不少有经验的“前辈”纷纷在评论区为她出招，或是月饼、海鲜、茶叶等常

见中秋节礼的排列组合，或是列出各项理由劝她不必送礼，众说纷纭，让她有些

摸不着头脑。

结合网友的建议反复思考后，刘洋决定简单送对方一些当地特产。作为一个

不懂人情世故的“送礼新人”，整个送礼、推脱、寒暄的过程，就像她想象中一

样煎熬。“送礼之前，纠结买什么价格、什么类型的礼物。送礼的时候，纠结应

该说些什么，以什么方式送出去。礼物送出去也会担心，对方会不会不喜欢，或

者礼物触碰到对方的禁忌等等。”

像刘洋一样，随着中秋节到来，一些年轻人的送礼困难也随之而来。比起不

知道送什么，送礼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更加困难。有网友表示，自己只想对帮助过

自己的人表达感谢和尊重，但担心给对方造成困扰，还曾因为被对方认为有所求

而被拒绝。

除了为不知道送什么礼物而发愁，还有一些年轻人正在经历一个忙碌且“昂

贵”的中秋节。盛行的送礼文化，不仅让他们感到身心俱疲，还背上了经济负担。

“今天初六了还没开始送，算了一下差不多有十家亲戚要送。”正在为中秋

送礼发愁的林璐告诉中新网，按照当地习俗，中秋是大节，父母和父母双方的亲

戚都要打点到位，挨家挨户送过去，对她来说费心费力又费钱。

中秋送，过年送，伴随节假日而来的送礼环节让林璐感到疲惫。“我理想中

的中秋节，就是每个人都回到父母身边看看他们，陪陪孩子，一家人聚在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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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聊聊天，其乐融融地过完这个假期，而不是东送过来西送过去。”

家中同样盛行送礼文化的杨杨也有同感，“月中中秋节要花钱，月末国庆又

是各种酒席，年末更是大头”。

经济负担让杨杨有些吃不消，这个中秋节，她决定“该省还是得省”，计划

给父母发个红包，其他人情往来控制在千元以内。在她看来，是否送礼应该出于

自己的本意，也要结合自身情况，一盒月饼、一次聚餐就足以表达心意，不送也

没关系，不必勉强自己通过送礼参与人情往来。

中秋节送礼更不能混淆正常人情往来与违规违纪的界限。近日，多地通报的

相关问题中，不少案例是打着正常人情往来的旗号，收受礼品礼金。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网站刊文称，强化纪律规矩意识，自觉抵制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人情论”

“小节论”“不请不送事难办”等错误观念，不越“底线”、不踩“红线”，过

一个清清爽爽的中秋、国庆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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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1.你认为过节送礼是一种负担吗？

2.你会在哪些节日送礼？送礼都有哪些讲究？请说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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