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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恋爱中，积极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需求和想法，可以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

不轻易错过心动的人。然而，当下一些年轻

人在恋爱中，似乎更喜欢一切随缘，对此，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com），对 2004 名受访单身青年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4.0%的受访青年认

为恋爱这件事儿需要主动一点，其中，受访

男性认为应该主动些的比例明显高于受访

女性。63.2%的受访青年觉得，身边靠谱的

缘分，大都是由同学校友牵线的，其次是亲

朋好友介绍。

认为应该主动的比例，受
访男性明显高于受访女性

刚刚工作满一年的 95 后单身青年胡

彦羽，在交友上一直是“积极又理性的”。

“我很喜欢社交，但当遇到心动的女孩时，

我不会脑袋一热马上就去示好，而是会先

冷静下来想想，是乍见之欢，还是真心喜

欢。确定是后者，我一定会主动，因为这样

才能让对方更加明白自己的心意。”他认

为，喜欢一个人是要表达的，哪怕对方起初

无感，他也会再尝试努力一下，“我想，爱情

这件事儿，总要有一个人先去喜欢，没有人

有义务天然地去喜欢你。很多感情都是‘慢

热’的。”

北京某高校在读博士生张家凯，目前

还是单身。他坦言，自己在异性交友上是非

常被动的，但又深知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

人的，这让他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只

有主动去社交，让朋友圈更广，才有更大的

可能遇到适合自己的人。像我现在这样每

天只待在现有的社交圈里，只能原地打转，

脱单无期。”

建立一段感情，谁该主动一直是人们

热议的话题。而对于很多人持有的“女孩子

主动了就‘掉价’，应该矜持一些”的观点，

00后的在校大学生朱莹莹极不认同。她觉

得，喜欢就该勇于表达、去追求，与性别没

有关系。“时代不同了，我认为这个观念对

女孩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女孩子追求自己

的幸福。恋爱是需要主动的，只有主动了才

有可能。”

在年轻人看来，恋爱这件事儿需要主

动一点儿吗？54.0%的受访青年答案是肯定

的。具体来看，27.3%表示当然要主动，机会

靠争取，26.7%认为得审时度势，“试试万一

成了呢”。另外，43.4%的受访青年感慨终究

是看缘分，随性一点，2.5%的受访青年坦言

坚决不主动，谁先主动就输了。

交互分析显示，受访男性（63.9%）认为

应该主动的比例相对受访女性（45.7%）明

显更高些；受访 95 后（57.8%）认为应该主

动些的比例最高，受访 00 后（50.6%）相对

最低。

最靠谱的“鹊桥”，应由年
轻人自己慢慢搭建

90后熊远从事外贸行业，交往过几个

女孩，目前是单身状态。他所在的单位、社

区、街道办党委以及校友会都组织过青年

联谊活动。熊远感觉，这些联谊活动的主办

方都很靠谱，让他很安心。“像单位间的联

谊活动，大家都已经实名制地通过了自己

组织的验证，信息真实。这样不管我与来自

哪个单位的女孩结识，都会觉得靠谱，也会

更多地专注于是否有心仪的人，沟通起来

更加顺畅自然。”

谈及相亲平台，熊远有些反感。“大家

好像进入了交易市场，每个人都被贴上标

签待价而沽。有的人目的明确，会直接提出

条件、诉求，符合预期就继续唠，不符合就

果断‘拜拜’。但是，连名字的真假都无从辨

别，其他方面又怎么可信呢？只能靠个人的

真诚了。而且其中不乏一些目的动机不纯

的人，让人难以分辨。”

张家凯目前新交的朋友，大都是在健

身房锻炼或者打球中认识的，也有通过朋

友同学的介绍认识的。他最喜欢朋友介绍

的方式，“因为更加可靠，信任感更强，而且

相处起来也更轻松。起初可以不奔着恋爱

去，先交朋友，如果合适，那就是‘好上加

好’了。”他说，“家里也给我介绍过，但这就

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着急了，催着我去

找，这让我感到挺被动的。”

结合身边的实际情况，年轻人普遍觉

得靠谱的缘分，大多是由同学校友之间牵

线的（63.2%），其次是亲朋好友介绍（52.4%），
排在第三位的是单位、政府等组织联谊交友

活 动（43.3%），之 后 还 有 ：社 交 类 软 件

（38.3%）、婚恋交友网站（23.7%）、线下的婚恋

介绍所（11.6%）。
北京某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周敏相过

几次亲。在周敏眼里，最靠谱的“鹊桥”应是

由年轻人自己慢慢搭建的，由相识、相知，再

到相爱。“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由他人介绍

和相亲更容易最后走向婚姻，但我觉得这不

是理想的感情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

两人慢慢磨合，去适应和习惯对方，再走入

婚姻。所以我支持年轻人应该趁早去试着谈

恋爱。”

在周敏看来，大学生应珍惜校园中参加

集体活动的机会，积极参与到学生会、社团活

动中去，这样既能锻炼个人能力，也能广结好

友。工作后，更应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多参观

展览、出门游玩，这样有助于结识新朋友，并

在这个过程中增进了解。

参与调查的受访单身青年中，00 后占

31.6%，95 后占 26.6%，90 后占 28.7%，85 后占

13.1%。其中，男性占 45.9%，女性占 54.1%。

（王荣慧对此文亦有贡献）

过半受访单身青年认同恋爱要主动一点儿
超六成受访单身青年认为同学校友牵线的缘分更靠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杨万淑

暑期是亲子游的高峰时段，但是，这个

暑期，一些景点场馆预约难，营业时间短，

排队时间长等问题，给很多出游的家长和

孩子带来了不便。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1501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暑期，74.9%
的受访者遇到过热门景区或场馆难预约的

情况。缓解预约难，61.4%的受访者建议部

分景点和场馆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加开夜

场。提高暑期旅行舒适度，59.0%的受访者

建议避开高峰期，选择暑期末出行。

暑期出游，74.9%受访者
遇到过热门景区或场馆难预
约的情况

“7月初孩子一放暑假，我就带他们到

北京去玩了。当时计划游玩北京和河北秦

皇岛两地，两地相隔不远，孩子们还没见过

大海，这样安排，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兼

顾了。”山西的 80后宝妈冯瑄表示，暑期旅

行，最初想象的特别美好，但真正开始实施

才发现面临各种问题。

冯瑄说，以前出门，只要做好攻略要逛

哪些景点，在营业时间内去就可以了。但现

在不行，如果不提前预约，很可能白跑一趟。“北

京除了故宫长城等景点之外，各个博物馆也

是家长们一定要带孩子去参观的。但是抢各

个博物馆的票，成了这次旅行最大的挑战。”

调查显示，这个暑假，87.0%的受访者

都有出游计划，74.9%的受访者遇到过热门

景区或场馆难预约的情况。

武汉 00 后女孩晋帆这个夏天去重庆

游玩了。去之前，她最担心的也是景区场馆

难预约的问题。“暑假是旺季，天气比较炎

热，出行住宿的价格都会增加，而且重庆是

一个网红城市，人流量比较大，很担心一些

景点预约难的情况。”

“像热门的博物馆、科技馆这类，根本抢

不到票，后来我们改变策略，主攻几个小众的

博物馆，才抢到几个场馆的票，启程去北京。”

冯瑄说，她的一名同事，这个暑假没有预约就

带孩子去北京玩，结果一个博物馆都没能进

去，只能带孩子玩了几个游乐园就回来了。

除了景点预约难，暑期出行还有哪些

不便之处？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感觉

人流拥挤，排队时间过长，69.0%的受访者

觉得旅游旺季价格上涨，开销增加，63.0%
的受访者深感天气炎热，有中暑风险，

41.6%的受访者觉得部分场馆关门时间过

早，18.0%的受访者不适应当地饮食。

“高铁票很不好买，我们计划先到北

京，再从北京去秦皇岛，但是北京往返秦皇

岛北戴河的火车票，一放票就秒没，我们连

续几次都没抢到，好在后来加开了专列，票

才充足了一些，但每张票价也高了几十元，

我们一家老小出门，光这一部分的支出就

增加了不少。”冯瑄说。

“我家大宝 5岁，二宝 3岁，都是男孩，非

常调皮。如果我一个人带他们出门，根本搞

不定。最大的不便就是孩子年纪小不懂事，

太闹腾了。另外，也担心安全问题，总是怕一

撒手孩子就跑没了，每次带出去都得时时刻

刻盯着，对家长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

觉得带两个小孩出门太麻烦了，四川的二孩

妈妈严恬恬这个暑期没有出游，“小孩抵抗力

比较差，换环境容易水土不服，在路上生病了

就很麻烦。之前带他们去成都，不知道吃了什

么，一直在闹肚子，我们看着也很心疼”。

“每一个景点都是人山人海，再加上今

年夏天特别热，体验非常不好”。此次去北京，

冯瑄原本计划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但最终，

还是被动辄几个小时的排队时间劝退了。

59.0%受访者建议暑期
出游尽量避开高峰，选择暑期
末出行

冯瑄觉得，夏天的夜晚是很好的游玩

时间，很多人在夏天都是下午四五点温度

稍微降下来后，才出门活动，但是这个时候

很多景区已经关门了。“暑期是亲子游的高

峰时期，暑期旅游市场的火爆是可以预判

的，但是很多景点和场馆还是按照原本的

营业时间提供服务，这让游客很不方便。”

缓解预约难，61.4%的受访者建议部分

景点和场馆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加开夜场，

51.5%的受访者建议适当扩大门票投放量，

增加预约人数，51.3%的受访者建议打击“黄

牛”等市场乱象，净化市场环境，50.8%的受访

者建议及时将退票、爽约票回填票池，50.6%
的受访者建议预约服务更精细、透明、便利，

37.2%的受访者建议充分挖掘休闲文化资源，

合理分流、导流。

晋帆希望部分景区在节假日能够延长营

业时间，同时精细化、透明化预约服务，让大

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天或者未来几天的预约

情况，以便根据这些情况更合理地安排自己

的行程。

提高暑期旅行舒适度，59.0%的受访者建

议避开高峰期，选择暑期末出行，55.6%的受

访者建议避开热门景点，挖掘小众旅行地，

53.8%的受访者建议充分规划，提前确定景点

和活动，52.5%的受访者建议带足防晒物品和

常用药物，应对突发情况，49.0%的受访者建

议考虑天气因素，选择室内游玩活动，44.0%
的受访者建议学习和娱乐结合，让孩子在旅

行中感受当地文化，31.7%的受访者建议注意

饮食卫生，避免生吃海鲜和生冷食物。

晋帆认为，出门旅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

划，备好防晒、防暑、防雨物品，比如防晒衣、

雨伞等都要随身携带。

严恬恬建议尽量错峰出行，尤其是暑

期，旅行人多，天气又很热，稍微错开人流

高峰，也许体验就会好很多。如果一定要暑

期出行，严恬恬感觉还是自驾比较方便，可

以带齐孩子需要的东西，行程安排也会更灵

活和自由一点。

日前，为提高游客游览体验，北京热点景

区在保证安全和服务质量的前提下，适当延

长了开放时间，符合条件的旅游景区开放夜

场，增加夜间游览项目。

冯瑄希望，其他地方也能效仿北京的做

法，她期待一些热门的景点或者场馆能根据

人流的具体情况调整营业时间，毕竟孩子们

暑期来一趟不容易，“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

能够加开夜场？国外就有夜间动物园，我们也

可以多做这方面的尝试”。

受访者中，75.0%的人是孩子家长，25.0%
的人不是。00后占 16.3%，90后占 44.9%，80后
占 32.4%，70后占 5.3%，60后占 1.1%。男性占

37.8%，女性占 62.2%。

（应采访对象要求，晋帆、严恬恬为化名）

暑期出游，74.9%受访者遇到过热门景区或场馆难预约
应对旅游高峰，61.4%受访者建议景点和场馆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加开夜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

无数”，美好的爱情令人向往。面对恋

爱这个课题，年轻人应该如何开启一

段感情？什么是健康的两性关系？针

对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有 16 年情

感咨询经验的杭州市总工会特聘婚

恋专家凌子。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物
质层面，恋爱都应是一段
平等的关系

当下，很多单身青年对婚姻生活

幸福美满的信心不足。面对恋爱，也都

抱着坐等缘来的心态，很被动，导致感

情问题迟迟没有什么进展。

对此，凌子分析，现在一些年轻

人对走进婚姻不积极，或许跟结婚要

有房、有车、有彩礼，经济门槛太高把

一些年轻人挡在了门外有关。她指

出，这方面可能男生的压力更大，“很

多男生就因当下没达到这样的经济

水平，想着先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工

作上，回头再去谈感情，结果错失了

很多机会。”

“时代不同了，年轻人观念更加开

放，社会更加包容，这也让很多人不急

着走入婚姻。另外，很多长辈的观念也

逐渐发生了变化，明白婚姻还是要靠

孩子自己做主，不再执着地催婚。”凌

子说，“而且现在一些年轻人会秉持

‘既然我找不到合适的，那就干脆不找

了’的想法，这虽然是最简单、也不用

花时间精力去探索两性关系的决定，

但其实是在逃避问题。”

结合多年情感咨询的经验，凌子

发现，如果在上一段恋爱经历中受过

伤后，不少年轻人对再次开始一段新

的恋情，会有忧虑甚至恐惧的心态，而

且女性比男性有这种心态的更加普

遍，因此，她认为，加强经营两性关系

的能力至关重要。

谈及两性交往，恋爱中的开销一

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对于情侣外

出吃饭、游玩到底该谁买单，经常能引

发网友热议。

凌子指出，不管是在精神层面还

是物质层面，恋爱都是一段平等的关

系，只有付出与得到相平衡，这段关系

才能更好地发展下去。“比如每次吃饭

一定是一方买单，过节或者纪念日永

远是女方或男方买礼物，这在感情中

都是不靠谱的。看似是一方‘高高在

上’，其实是弱者思维。”

谈恋爱首先是能了解
自己，接下来才知道什么
样的人适合自己

凌子觉得，现在不少单身青年在

择偶时，对是否满足自己提前设定的

条件很执着。她坦言，工作中她确实碰

到过一些来咨询的人，因为对对方的

条件太过执念，至今没找到心仪的另

一半。“恋爱心态很重要。不能想着要

一个人所有方面都好。在满足自己很

看重的方面的前提下，你看中他，他看

中你，两个人就可以尝试在一起。”

她曾遇到过一名来咨询的 32 岁

女生，相亲了 30 余次，但至今还没有

谈过一次恋爱。“虽然她自己也急于脱

单，但是每次与人见面，只要对方有一

些方面不符合自己的要求，就习惯性

地给对方贴上负面标签，而且这些不

好的印象还直接反映在说话和表情

上，结果自然就没有下文了。”

凌子指出，现在婚恋市场很多是

条件先行，得先符合家境、外貌等一系

列条件了，才可能是“对的人”，才愿意

去接触交往，可其实两个人之间未必

有心动的感觉。“这有些急功近利，本

末倒置了。”她表示，谈恋爱首先是在

与对方互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认识

自己、了解自己，接下来才会知道什么

样的人是适合自己的。

“并不是开始一段恋爱就一定得

有一个结果，不能有太强的目的性，体

验恋爱的过程很重要。”她希望年轻人

能够正确看待恋爱这件事，“仅仅因为

对方符合一些条件而与之交往，未来两

人很可能会面临条件合适了，可情感

链接却不足的问题。这样进入婚姻后，

只会出现更多问题。”凌子提醒年轻人，

在婚姻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最可靠的粘

合剂是感情，而不是所谓的“条件”。

（王荣慧对此文亦有贡献）

婚姻中最可靠的粘合剂
是感情而非所谓的“条件”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
恋爱都应是一段平等的关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实习生 杨万淑

暑期带孩子出游，孩童高铁吵闹引发

纷争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日，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
对 1501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对

于孩子在高铁吵闹的行为，78.8%的受访者

认为家长应自觉管束好孩子，44.6%的受访

者认为婴幼儿哭闹是天性使然，社会应对

孩子多一点包容。

44.6%受访者认为社会
应对低龄孩子多一点包容

“以前我一个人带大宝坐高铁去重庆，

他那个时候表达能力有限，不太能说清楚

到底想要什么，就一直哭闹。周围的人都看

着我们，我心理压力很大。”四川的二孩妈

妈严恬恬说。

00 后女孩晋帆有一次从成都坐火车

回家乡武汉，座位后排是一名小学二三年

级的孩子，一直非常吵闹，还不停地踢座

位。“我先忍了一段时间，后来实在忍不了

了，就跟家长沟通了。”

为了带两岁的女儿回老家，北京的 80
后宝妈戴倩做了很充分的准备，“我提前做

了很多攻略，比如哪节车厢比较宽敞，能够

放置婴儿车，无障碍卫生间离哪节车厢比

较近，必要时能够当成母婴室来用。怕孩子

不舒服，单独为她买了一张儿童票，还购买

了跟高铁座位适配的充气床，带了她最喜

欢的图画书，专门买了贴纸、迷宫滚珠等玩

具。”戴倩说，即便这样，上车时她依然非常

忐忑，生怕女儿吵到别人。

对于孩子在高铁吵闹的行为，78.8%的

受访者认为家长应自觉管束好孩子，尽量

不给其他乘客带来太多干扰。同时，44.6%
的受访者认为婴幼儿哭闹是天性使然，社

会应对孩子多一点包容；42.4%的受访者表

示每个人都曾经是孩子，别对过去的自己

那么苛刻；40.3%的受访者认为个别“熊孩

子”打闹影响乘客，但不“熊”的孩子不应遭

遇冷眼。

晋帆回忆说，那次她整个行程七八个

小时，有两个小时都被严重影响。“家长只

是出言制止孩子的行为，但并没有及时跟

他说明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会对别人造成

不好的影响，所以孩子可能也意识不到这

一点，再加上家长在车上也不方便大声吼

孩子，所以最终还是管不了。”

“我女儿全程比较配合，没有吵闹。但

是小孩子即便是正常说话，声音也会大一

些，我不得不时刻都对她说‘嘘嘘嘘’。”戴

倩说。

严恬恬感觉，现在的舆论环境对带幼

童出行的家长有点苛刻，“我们都不太敢带

孩子进入公共场合。很多年轻人没有生育

下一代，可能并不能对带孩子的困难感同

身受，我希望社会能够对孩子有更多的包

容和理解，这个年龄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

的，你很难要求他能够完全理解成人社会

的规则。”严恬恬说，有人会拿着手机一直

拍在公共场合哭闹的孩子，其实对孩子也

会造成很大伤害。

高铁遇孩童吵闹，65.5%
受访者认为可友善提醒

调查显示，暑期出行乘高铁遇到孩童

吵闹，65.5%的受访者认为必要时可友善提

醒家长，但要避免言行过激，50.1%的受访

者建议向乘务员求助，请乘务人员出面处

理，41.2%的受访者建议准备好耳机、耳塞

等物品，减少被干扰几率。

“如果吵闹的是年龄偏小、还不能理解

社会规则也不能像成人那样去约束自己的

孩子，我们可能就要多包容。”晋帆说，出门

在外，互相多理解一下，就能避免冲突。“小孩

子确实难带，我们也要多理解家长的不易”。

严恬恬感觉，当孩子沉浸在自己的情

绪里时，其实是很难粗暴地勒令他马上停

下来的。孩子发泄和表达自己的意愿，需要

一个过程，有时候作为家长，自己都不见得

有这个耐心，所以她也可以理解其他乘客

的不满，但是也希望其他乘客能换位思考，

理解家长的不容易。

此外，40.0%的受访者认为要理解和宽

容孩子的生理天性，宽以待之，38.8%的受

访者建议必要时帮助家长安抚孩子，36.0%
的受访者认为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不要过

多评头论足，28.8%的受访者建议自身加强

自律，给孩子们做好示范。

经常出差的 90 后杨芸会在自己随身

携带的包里放一些健康的小零食，“有一次

在飞机上，后排的小孩子一直哭闹，家长也

没有办法了。我就把自己的零食拿出来给

孩子吃，他的情绪立马好多了。从此之后我

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必要的时候帮助宝妈

们哄哄孩子”。

对于很多家长带孩子乘坐高铁时战战

兢兢，怕影响其他乘客，71.2%的受访者建

议提前准备玩具、零食等，减少孩子的不安

和无聊情绪；60.0%的受访者建议在出游

前，加强孩子的社交礼仪教育；53.4%的受

访者建议准备一些出行“神器”，增加孩子

乘车舒适度；50.7%的受访者建议选择与孩

子作息相同的车次，增加乘车时睡眠几率；

40.0%的受访者建议对孩子的过分行为及

时制止，避免影响其他乘客。

晋帆建议，家长平时就应跟孩子讲一

些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让孩子能逐渐意识

到，哪些行为会影响到别人，哪些行为是不礼

貌的。

“如果小孩本身就是高敏感儿童，那么家

长可以选择其他出行方式，比如说自驾。”严

恬恬建议，如果乘高铁不可避免，可以多带一

点玩具和零食，提前下载好他们喜欢的动画

片，以便快速安抚好儿童。

晋帆觉得，“熊孩子”主要是“熊家长”导

致的。家长遇到孩子在公共场所吵闹，不能因

为孩子不懂，就一味放任不管，还是要不断地

告知孩子，他才能明白这些道理。日常生活

中，家长就要注意这方面的引导，比如看动画

片或者是玩的时候，多给孩子讲讲，在潜移默

化中帮助孩子形成这种意识。

“有些孩子很小，尚在襁褓，难以控制自

己的情绪；有些孩子就是话痨，会不停说话；

有些孩子难以在一个座位上长时间坐着，会

不舒服。尊老爱幼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

太理解为什么当下一些人对孩子很正常的举

止都无法容忍。”戴倩认为，确实有一些“熊家

长”带着“熊孩子”扰乱车厢秩序，影响了大

家，但是因此就对所有乘车的孩子心存敌意，

也是不合适的。

受访者中，75.0%的人是孩子家长，25.0%
的人不是。00后占 16.3%，90后占 44.9%，80后
占 32.4%，70后占 5.3%，60后占 1.1%。男性占

37.8%，女性占 62.2%。

（应采访对象要求，晋帆、严恬恬为化名）

高铁遇孩童吵闹，65.5%受访者认为可友善提醒
四成多受访者认为社会应对低龄孩子多一点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