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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彩礼”折射乡村婚俗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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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厨”的生意，这两年冷清了
很多。

“关大厨”名叫关正艮，是安徽小
岗村的一个老厨子。几十年来，十里八
村的红白喜事大多都是他当主厨。但
如今，当地破除婚事大操大办等陈规
陋习，“关大厨”的生计大受影响，干脆
转行包了400多亩地，成了种粮大户。

关正艮的命运际遇背后，是一场
正在悄然发生的乡村婚俗巨变。“零
彩礼”，则是这场新变化的一个显著
符号。

婚事之变

从大操大办到“零彩礼”

贵州，我国最后一批脱贫的9个贫
困县所在地。

2022年 1月 1日中午时分，开阳
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典寨村典寨组。

没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甚至门
窗上的婚联、喜字装饰也没有……一
场极为朴素的乡村婚礼正在举行。

农家小院里，新娘王丹穿着一身
黑色羽绒服忙着招呼客人。旁人打趣
问道：“你怎么不穿婚纱也不化妆？”25
岁的她腼腆地回应：“天太冷了嘛！快
进屋坐。”

来到堂屋，居中的方桌上放着香
烟喜糖。在屋的两侧，堆放着嫁妆，里

面既有亲戚送的一些床单被套，也有
女方母亲手工缝制的“家和万事兴”十
字绣、几双棉拖鞋和纳的六捆鞋底。

“简单一点挺好的，不想太麻烦。”
王丹说，结婚是自己过日子，不是过给
别人看。一些不必要的环节和开销就
省了，像婚庆公司弄的那些仪式感的
东西就没要。

院坝里架着柴火灶，几个妇女正
帮忙洗菜、切菜、做菜，一些简易桌子、
塑料凳子摆在一旁等着开席使用。

“主要开销就是买菜花了几千
块。”王丹说，来的客人基本是至亲、近
邻，来不了的都是发微信祝福一下。整
个婚宴只按十桌准备，大家一起吃顿
便饭，答谢一下，这婚礼就算办完了。

王丹说，自己和男方都是普通的
农村家庭，没有要车、要房，将2.88万
元的彩礼钱作为创业资金。

相比以往农村一些地方天价彩
礼、奢侈浪费、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
如今在国家移风易俗号召下，很多农
村青年选择主动“为爱减负”。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家庭家风家教
及移风易俗工作，先后多次作出重要
讲话、指示。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倡
导移风易俗，引导群众抵制天价彩礼
和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
陋习。各地民政部门推动婚俗改革试
点工作，截至2021年底，民政部门确

认32个国家级、近300个省市级婚俗
改革实验区。

婚俗观念之变

从父母反对到社会认同

“零彩礼”在农村已经不是新鲜
事，但要向几千年的老传统说“不”并
不容易。

2021年12月11日，河北省邯郸
市峰峰矿区大峪镇南山村，刘泽昌和
申冰玉“零彩礼”结了婚。

两人感情很好，但“零彩礼”婚事
颇经历了一番周折。

“人家周围邻居闺女结婚都是十
万、二十万元的彩礼，我家姑娘是个大
学生，自己又能干，反而不要彩礼，我
实在接受不了。”申冰玉的母亲起初坚
决反对。刘泽昌的母亲也觉得不给彩
礼太不“体面”。

在两个年轻人的坚持下，双方父
母逐渐接受：彩礼、陪嫁是给别人看
的，孩子们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性
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主任马春华介
绍，在农村彩礼被赋予了养老、资助等
多重含义，事关面子和乡村邻里道德
评判等，且越是贫穷地区彩礼越重，出
现不少因婚致贫的例子。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彩礼

聘金。”
山西省襄垣县付村王科和王靖，

婚后 2 年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
会。他们是村里第一对“零彩礼”夫妻。

2017年王科父亲病重，看病花光
积蓄还欠了一笔外债。2019年夫妻俩
准备结婚时恰巧赶上县里大力推动移
风易俗。

王靖说，过去女方要十几万元的
彩礼很普遍。“现在农村女性和男性一
样，有工作，能挣钱，两个人感情好是
彩礼买不来的。”

婚后，两人来到县城打拼，靠着共
同奋斗，两人这几年不但还清了欠债，
还有了些积蓄。

家庭关系之变

从“围着锅台转”到经济“半边天”

在曾经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的宁
夏，女性在一些农村里被视为家里的

“隐形资产”，如今“零彩礼”成为女性
追求婚姻平等的重要表现之一。

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同利
村，2020年 11月时年24岁的姑娘马
弋“零彩礼”嫁给了她的同学杨万秉。

“结婚双方应是平等的，我有信心
和他一起奋斗过上好生活。”文静腼腆
的马弋当初“铁了心”选择“零彩礼”嫁
给爱情，“我见过不少家庭因为彩礼多

寡在结婚后闹别扭，更有一些人因为
彩礼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彩礼给钱多
少不是评判爱不爱的标准。”

结婚2年来，马弋没有后悔当初的
坚持。小两口现在都有工作，一个月能
挣1万元左右。

透视马弋的故事，农村女性主动
选择“零彩礼”的深层原因，正是农村
女性家庭地位的改变。经历脱贫攻坚，
围着锅台转的妇女有了更多机会走出
家门，在经济上撑起“半边天”，在婚姻
选择上也能挺直腰板。

“过去咱是手心向上要钱，现在咱
是手心向下给别人钱。我爱人这几年
最爱给娃说，‘找你妈要钱去，你妈现
在挣钱呢’。”通过培训进入村里产业
合作社的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妇女李学
兰告诉笔者。

马弋所在的宁夏出台建立了抵制
高价彩礼诚信机制。如今，当地办婚礼

“死要面子活受罪”“硬撑门面筑债台”
的现象大大减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
院教授程国强说，“零彩礼”折射了农
村女性在婚姻中，从“从属”和“主内”
变得更平等，随着农村女性逐渐成为
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家庭经济地位的
提升，农村家庭关系正在深层调整。

（新华社 侯雪静 向定杰 杨稳玺
王昆刘扬涛姜刚高蕾王悦阳）

本报讯（记者 赵青）
1 月 27日，四川省商务
厅召开四川省天府名菜
发布暨“味美四川”熊猫
美食体验季活动新闻通
气会，发布了 116 道省
级天府名菜、515道市级
天府名菜、1366家体验
店，并介绍了“味美四
川”熊猫美食体验季活
动安排。

2021年，四川省商
务厅联动全省 21 个市
（州），兼顾川菜技艺传
承与餐饮促消费功能，
以“活动+推选+促销”
的形式，完成省、市、县
三级天府名菜评选。经
各市（州）推荐，汇总形
成 515 道市级天府名
菜。通过市（州）评选推
荐、网络投票和省级评
选委员会专家评审，并
经社会公示，评出 116
道省级天府名菜。同时，
省、市两级天府名菜共
推荐1366家体验店。

以“百道天府名菜+
千家体验店”为契机，

“味美四川”熊猫美食体
验季活动同步启动。全
省各地将开展各式各样
的餐饮促销活动，如成都市联袂100
道成都名菜和首版成都米其林指南向
市民推荐年夜饭；泸州市开展“抢惠享
泸州消费券活动”；德阳市推出年夜饭
套餐，团购价打折促销；眉山市推出迎
春购物月暨“促消费 迎新春”寻年味
活动等，让市民欢欢喜喜过春节。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1 月 28
日，记者在成都市城管委召开的春节
景观照明氛围营造工作新闻通气会
上获悉，春节期间，成都将张灯结彩
点亮新春里的“蓉”光。

通气会上，成都市城管委景观照

明管理处处长张小燕介绍了今年春节
期间成都市景观照明氛围营造工作的
情况。今年，全市将按照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国家节能政策的要求，通过对
景观照明载体的选择与综合分析，根
据主城五区+高新区+城市核心建设

成果，分别选出重点景观照明节点，按
照“美观、大气、吉祥、喜庆”的要求和
厉行节约的原则，实行线上线下共享。

据了解，春节期间成都将实施分
时分片分量的亮灯节能方案，在不同
时间、不同区域亮灯，充分展示成都

形象。在保留传承过去景点的同时，
每一天都有一个侧重的主题，充分展
示成都的新特点，游客和市民还可在
线上观赏到成都比较有代表性的一
些景观。据介绍，2022年春节景观照
明氛围营造比往年预计节能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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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乡村振兴
是共同的新春心愿

和老乡们聊过天后，蒋青淞还带
上春联专门去了一趟曾经的贫困户
冯廷菊家。“冯大姐，我来给你们拜年
了！祝你们一家新春快年，来年红红
火火！”

“蒋书记，你来给我家贴春联吗？”
“是啊，去年春节答应你们的，我一定
要做到！”去年春节是中华大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春节，那时蒋
青淞不仅为冯廷菊家贴上了春联，还
答应他们今年春节也要为他们贴春
联，一起见证幸福新生活。

脱贫、致富、奔赴幸福，对于未来的
美好生活，村民充满了希望与期待。

“新年的最大愿望就是把我们村
的200多亩藤椒产业继续做大做强，
实现从种植到初加工的提升，争取把
80亩藤椒的滴灌管护变成数字化、智
能化的。”熊富德说，“再加把劲儿，我
们村要趁着国家乡村振兴的‘东风’，
打造真正的现代化农村，实现真正的
村强民富！”

“村里现在发展好了，回乡就业的
村民也越来越多。我和家里商量过了，
过了年就不出去打工了，在自家地里种
藤椒、羊肚菌，再种点儿油菜。等藤椒加
工厂办起来了，我还可以去厂里工作挣
点儿工资。”焉家莉说，新的一年希望凭
借勤劳让钱袋子再鼓一些。“在外打工
始终没有在家门口就业安逸，而且这样
也能为村里发展出份力。”

“虽然不在火烧庙村工作了，但是
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会和大家一起努
力加油干。”听了大家的新年愿望，蒋
青淞也说起了自己的打算。在脱贫攻
坚驻村第一书记任期结束后，2021年
9月，蒋青淞主动申请到火烧庙村的邻
村蟠龙村，担任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
记。蟠龙村是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如今，蒋青淞正和当地干部群众一
起奋力描绘幸福乡村的美丽画卷，他
说：“新的一年，我要继续弘扬脱贫攻
坚精神，乘势而上，接续奋斗，拿出更
接地气、更务实管用的措施办法，精写
乡村振兴新答卷。”

蒋青淞和记者离开火烧庙村时，
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洒满山野田间，
为大地铺金……看着眼前的乡村美
景，蒋青淞回想起参加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时习近平总书记的叮
嘱：“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对于新的一年，蒋青
淞更有信心了。

（上接1版）
经过7年的陪伴，陈敏直观感受

到了三斗米村这些孩子的性格变得
越来越开朗自信、积极阳光，文化艺
术、道德情操等方面的素养也得到了
较大提高。

除了始终把孩子们的冷暖放在
心上，陈敏还有针对性地采取关爱帮
扶行动，助力辍学儿童返校、申请低
保等，并多方链接资源为困境留守儿
童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

2018年 12月，在县民政局的帮
助下，她成功为1名高中生链接到浙
江龙游县企业家帮扶，每月资助400
元助其完成大学学业；2020年6月，
在东莞爱心企业家的支持下，她为三
斗米村3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链接
到学业资助；2021年初，她为7名孩
子申请暖春救助，为每名孩子申请到
了1720元的救助金以及衣物等，并协
助15名就读中专、大专的贫困学子申
请雨露计划，协助3名困难儿童申请
办理低保；她还积极链接爱心人士为
村里的困境儿童提供学习用品赞助。

陈敏的真心付出赢取了孩子们的
信任，有一天，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跑

来抱着她说：“陈妈妈，我想有个妈妈，
我也想爸爸可以快点回家陪我。”她抱
着孩子，安慰道：“乖孩子，不要伤心，
你有什么心事都跟陈妈妈说说。”

后来，越来越多村里的孩子称陈
敏为“陈妈妈”，她说：“虽然我不能代
替孩子们的妈妈，但我会像妈妈那样
爱着他们。”

为大山里的孩子点亮一盏灯

这一天，送走参加活动的孩子
们，将童伴之家收拾干净，简单地吃
过午饭，下午2点，陈敏带着精心挑
选的新年礼物开始家访。

家访是摸清全村未成年人家庭
情况并建立信息档案的重要渠道，也
是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陪伴、疏导
等工作的重要方式。

从童伴之家出发前往当天家访
对象小杰（化名）的家里，陈敏和记者
需要驱车近半个小时经过环环山路
才能到达。平日里，陈敏都是骑车或
者走路进行家访，最远的一户需要步
行两个多小时。

利用坐车的时间，陈敏将早上活

动的情况和照片发在了微信群里。在
这个微信群里，陈敏除了发孩子们平
时的照片、视频，还会经常给群内在外
打工的家长分享关于教育孩子以及如
何与孩子沟通的文章，然后再有意识
地引起讨论。在日常沟通中，陈敏十分
注重培养家长的责任感，并致力改变
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在她看来，生活
在农村地区的孩子之所以与城市孩子
之间存在发展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
于家长的教育观念差距造成的。

车子在狭窄的山路上连拐了好
几个弯，爬陡坡又下陡坡后，抵达了
小杰的家。听到院里的狗吠声，小杰
兴奋地跑了出来，看到陈敏身后跟着
记者一行人后，他告诉记者，这已经
是他今天第五次跑出门迎陈妈妈了，
一听到有车子经过或有人说话的声
音，他都会跑出来看看，眼神里满是
孩童的天真和淳朴的爱意。

小杰的家庭条件不好，缺少父母
陪伴的小杰以前性格较为内向孤僻。
在了解到小杰的情况后，陈敏一直对
他关爱有加。对于小杰而言，陈敏就
是“妈妈”，无论是有了高兴的事情还
是烦心的事情，他都想第一时间讲给

陈敏听。但懂事的他一般都只挑开心
的事情说，他说：“说了不开心的事情
后，陈妈妈会担心，还是不要说了。”

2018年陈敏有一次到小杰家家
访时，一进门就收到了小杰送给她的
一枚塑料“戒指”，这份特殊的礼物，
成为陈敏最珍视的宝贝。

如今的小杰在陈敏面前就像一
个小“话痨”，他时不时地还会说几句
玩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正是一个
又一个孩子身上发生的这种令人欣
喜的变化，让陈敏前行的脚步更加坚
定，她说：“我已经离不开这些孩子
了，即使有一天没有‘童伴妈妈’这个
项目了，我依然会陪在他们身边。”

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山里开始飘落绵绵细雨，由于要赶在
天黑之前返回镇上，陈敏不得不踏上
了返程。颠簸在山间的小路上，回想
起这一天与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依次浮现在眼前，
陈敏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上扬。

细雨蒙蒙，润物无声。陈敏希望
自己就像这细雨，洒落在三斗米村孩
子们的心里，守护她的“幺儿”们健康
快乐成长。

大山里的“陈妈妈”和她的128 个“幺儿”

走进冬日里的枣庄市峄城区古
邵镇程庄村，一排排瓦房错落有致，
一条条道路笔直宽阔。而在几年前，
这里却污水臭味难闻、环境脏乱不
堪，与村子紧邻的胜利渠，曾是当地
几十年来灌溉土地的“生命渠”，也一
度被污染。

“胜利渠是枣庄市20世纪70年
代人工修建的最大水利设施，当时的
工程指挥部就设在程庄村。后来，胜
利渠北岸多年来被数家养殖场无序
占用，污水横流、垃圾满地，胜利渠变
成了臭水沟、垃圾池。2017年时，胜利
渠旁的程庄村集体收入仅为 5000
元，发展一度看不到希望。”古邵镇党
委书记孙晋柱告诉笔者。

变化来自当地的一项创新之
举，自 2019 年以来，枣庄市峄城区
围绕盘活公共资源，开展公共资源
共享行动，集中清理回收长期被侵
占的不合规的公共资源。同时，为推
动乡村振兴，峄城区鼓励将回收的
土地招商引资发展特色产业，实现
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公共资源共享行动中，程庄村
拆除了胜利渠沿岸违建养殖场15家
共3000余平方米、户外旱厕16处、砌
块场1处、轧面房1处、彩钢棚2处。
此外，通过清淤净化、疏浚渠道，整理
出集体土地28亩。渠水变清了，生态
环境也逐渐好转。

程庄村党支部书记渠志强说，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后，程庄村明确了以
文化旅游为主要发展方向。村里请来
专家论证规划，挖掘胜利渠文化，并
对村内古槐、老井等进行抢救性保
护，完善休闲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了群众居住环境，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如今，在程庄村新整理出的河滩
地，已修复和建成了胜利渠纪念馆、
胜利渠工程指挥部旧址、知青食堂、
知青宿舍等设施，成为周边地区小有
名气的“网红”景点，每天慕名而来的
游客络绎不绝。

笔者了解到，除了胜利渠沿岸，
程庄村还在村南清理出40亩集体用
地，发展高标准温室大棚，种植草莓、
火龙果等时令水果，还建成了胜利渠
蔬果采摘园，打造休闲垂钓、观光旅
游、民宿农家乐“三位一体”的乡村旅
游景区。2021年，程庄村的村集体收
入已经超过80万元。

（新华社邵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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