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肥 市 蜀 山 区 与 国 家 扶 贫 开

发工作重点县淮南市寿县结对共

建的寿蜀产业园，位于寿县炎刘

镇 境 内 ， 规 划 面 积 12.8 平 方 公

里，目前已入驻企业 160 余家。园

区企业优先招录建档立卡贫困户

及返乡青年和留守妇女，让她们在

家门口就业。3 月 30 日，蓝讯电子

科技公司的青年女员工在生产线

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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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是甘肃定西陇川镇青年丁玉雷这几年时不

时就做的一件事。可日渐高企的彩礼，还有一整套“约

定俗成”的结婚套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29 岁的他在

婚姻之路上不断求索。

在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农村结婚民俗中，“一动不

动”是标配，“万紫千红”也普遍。“一动”是汽车，“不动”是

房子；“万紫千红”则是一万张紫色 5元纸币，1000张红色

的百元钞票。此外，还有“万里挑一”“六六大顺”等说法。

房、车、彩礼“新三大件”，让年轻人的压力骤然上

升。和丁玉雷一样，一大批西部农村青年面对婚姻大

事，“彩礼”“房子”“车子”依旧是“一山放过一山拦”，要

进入婚姻殿堂，得迈过好几道门槛。

西部乡村青年遭遇“婚姻挤压”

彩礼、经济条件、家庭出身等综合因素在深刻地

影响着婚恋市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最为明显的便

是城里女孩不愿意“下嫁”到农村，乡村男青年在城里

“娶不起”。

相 亲 市 场 广 为 流 传 的“ABCD 男 女 婚 配 理 论 ”认

为：男女被分为 ABCD 共 4 个层级，A 为最高等级，D 为

最低等级。女性在择偶时，一般都更偏向比自己条件优

秀的男性，而男性则希望找一个比自己差一点的女性。

“最终剩下来的就是我这种没学历、没车、没房的

农村大龄男。”丁玉雷自嘲是一位“标准剩男”。

父母经常托人在老家附近为他寻找年龄相仿的女

子，但丁玉雷却对结婚越来越没有了信心。

他记得，第一次相亲时，对方因为他的学历不高，

拒绝了他。后来，他尝试从自己的兴趣聊起。

可之后的相亲道路依旧不顺畅。有一次，本来已经和

对方约好次日见面，结果前一天丁玉雷接到电话，被问及

是否在城里买了房子，得到否定回答后，对方挂断了电

话。

丁玉雷直言，周围的 90 后，除了家庭条件好一点

的，剩下的基本和他一样，想都不敢想结婚，“房价每年

都涨，彩礼也在升高，唯独工资不涨”。

和丁玉雷一样，来自陕西略阳县某乡镇的王志明

（化名）也刻意回避结婚这一话题。他在苏州一家机械

厂上班，每月有 6000 多元的收入。

他说，以自己现在的收入水平，哪怕不吃不喝，都

需要 10 年时间才能凑够结婚的各项支出。

车子，他已经买好了，但房子，需要买在汉中市，每

平方米 6000 元左右，还有彩礼，“女孩的父母通情达理

的话，可能需要 6 万元、8 万元，但大多数家庭都是 10
万元起步。”王志明有些无奈。

在苏州时，王志明处过一个外地的女朋友，两人谈

过结婚问题。当时，对方的父母没有提彩礼，但要求他

必须在工作地有住房。大城市的房价委实让人难以接

受，王志明想尽了办法，也凑不出首付。

“爸妈快 60 岁了，还在工地上打工，买房子，那么

大缺口，我实在是张不开口。”王志明说。最终，他的女

朋友顶不住压力，不辞而别。

难过了好一阵子，这个西北小伙才算调整好了情

绪。他一面天天加班，想着多挣些钱；另一面，则托人在

老家给自己“牵红线”，“谁能看上我，我就跟谁过去”。

在甘肃临夏青年李军（化名）看来，结婚是一场复

杂的社会活动。“因为这里面牵扯的问题太多，非个人

能左右”。

32 岁的李军是一名医生，按道理，像他这样研究

生学历，收入有保障，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年轻人找对象

不会太困难，可事实上，李军至今是单身。

“很多人对当下的实际情况看得很重，对农村出身

也很介意。”李军老家在临夏的乡镇，父母亲长期务农，

加之刚到省城工作不久，房子车子还没有买，虽然职业

稳定，有发展前景，可相亲过程同样不顺利。

“不服不行。”李军越来越感觉到来自现实的压力，

“乡镇青年在外发展，除了经济上的制约，社会认知层

面也有一道无形的玻璃墙。”

“把媳妇早早占上” 畸形现象源自
无奈现实

愈演愈烈的“新三大件”成为让乡村青年望而生畏

的成家“三大巨石”。“内卷”模式被迫开启，很多应对之

举透露着无奈。

甘肃陇南一名乡镇干部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近年来，农村相亲定亲的时间大大提前，一些女孩可能

刚刚初中毕业，就有媒人上门打探，孩子是继续读书还

是要步入社会，有没有意向谈朋友。

他认为，出现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在于农村地区男

女比例失衡，且大多女孩向往去城市生活。反之，男孩年

纪越大能匹配到的结婚对象越少，大家都想“把媳妇早早

占上”。

在严峻的婚恋形势下，很多人选择面对现实，根据

自身情况作出选择。

“完成了这件大事，真是一身轻松。”家住宁夏固原

乡镇，24 岁的马利民（化名）前不久刚结婚，而在他之

前的规划中，结婚应该是 30 岁左右的事。

马利民去年刚大学毕业，在浙江义乌一家外贸企

业就职，可工作刚刚上手，家里就催着他早早完成婚姻

大事。

“同龄好姑娘一部分外流了，再不下手就找不上称

心如意的了。”在父母亲看来，作为从西北贫困农村走

出的年轻人，在外人生地不熟，找对象不现实，只能回

乡找，可老家女孩子一般结婚早，而且一部分女孩子还

被条件好的城里人、或是农村经济条件好的提前物色

好了，给普通青年的选择空间并不大。

“我听了父母的分析，也觉得有道理。”起初马利民

并没有把父母的劝说放在心上，还想在义乌找对象。可

逐渐地，他认识到，婚姻比爱情现实得多，“还是要从现

实出发做安排”。

马利民找的对象是附近乡镇的女大学生，两人年

纪相差一岁，两家人的家庭情况也差不多，还有远房亲

戚关系，结婚前后各种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 彩 礼 两 家 商 量 着 定 的 ，要 了 10 万 ，在 老 家 算 正

常，房子我出首付，两个人一起还，车子还没考虑，也都

是我们自己的事。”结了婚，马利民觉得很踏实，小两口

打算都去义乌发展。

不同于马利民回乡成家的现实安排，就职于甘肃

某省直单位的姚鑫（化名）还是希望遵从自己的本心，

找一个在同一城市工作生活的伴侣。

姚鑫来自甘肃天水某乡镇，2014 年大学毕业后，

先后在私企、国企工作过，一度还在家炒股。其间，他与

大学时的女朋友分手，因为对方考上了另一个地市的

公务员，姚鑫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与女孩距离太远、差

距过大。

2017 年，姚鑫端上“铁饭碗”，给他介绍对象的人

多了起来，但不少女孩又提到了住房问题。

他记得，某次相亲时，他说自己在朋友家暂住，对

方的脸色很快就变得“高不可攀”。后来，姚鑫在父母帮

衬下购买了房子，但又被相亲对象泼了冷水，“觉得我

的房子地段有些偏”。

离结婚最近的一次，他见了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妈

妈总是提到侄女结婚收了 25 万元的彩礼。姚鑫一听，

感觉“有点过了”。

他和女友商量，要么彩礼少一些，把房子装修好，

要么给足彩礼，装修“将就”一下。但这位女孩并不认可

姚鑫的提议，她支招：“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去借钱。”

“我还有一个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为了我的婚

事，掏空父母的家底，于心不忍。”姚鑫说，那一瞬

间，他感觉眼前的人很自私。后来，他断掉了与对方的

联系，婚事告吹。

婚恋市场需引导也须规范

西部乡村青年的婚恋困境，引起了有些部门的高

度重视。

在脱贫攻坚阶段，“因婚致贫”或“因婚返贫”成为

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曾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下称
《意见》），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村存在的天价彩礼现象和

问题。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大操大

办、高额彩礼、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也将青年

婚恋问题作为十大发展领域之一，并提出要通过加强青

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和引导；切实服务青年婚恋交友。

西部很多地方也出台了对高价彩礼等畸形婚恋习俗

的干预政策。2018年，甘肃省平凉市出台《关于平凉市各县

（区）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的通告》，明确了平凉市

各县（区市）婚嫁彩礼最高限额指导标准，城区最高标准为

6万元，农村最高标准为10万元。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难度。《平凉日

报》不久前的调查显示，当地农村、城市彩礼均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上涨趋势。北塬农村彩礼普遍在 15 万元至

20 万元上下，城市婚嫁彩礼最高已达 15 万元，最低也

要七八万元。加上新房、新车，成本差不多在一百二三

十万元以上。

畸形婚恋市场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此前

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谈剑锋提交了一份

《关于倡导婚恋新风、加强情感疏导工作，同时开放全

国统一的婚恋登记信息查询平台》的提案。

谈剑锋建议，由团组织牵头，充分发挥共青团覆盖

全国各级行政机构和广大企事业单位的组织优势，全

面结合新时代互联网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为广大

单身青年搭建信任与交流的平台，持续开展丰富多彩

的线上线下青年联谊活动，帮助广大青年收获爱情、拥

抱幸福。

在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

上，婚恋文明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近期，从宁夏民政厅传来消息，宁夏将在全区探索

建立婚丧事项报备制度，坚决制止婚丧大操大办等行

为。同时，建立抵制高价彩礼诚信机制，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指导各乡镇把治理高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遵守

村规民约纳入个人诚信体系。

“从机制化层面确保民间习俗健康发展，这是一次有

益的探索，关键在建立长效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并出台

符合实际的奖惩举措。”很多年轻人为宁夏的探索叫好，

但同时也认为，民间习俗一旦形成，改变的难度很大，制

度规范关键在于如何落地开花。

你知道什么叫“一动不动”什么叫“万紫千红”
“新三大件”成西部农村青年结婚拦路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 怎 么 通 过 健 身 让

自己快速增高？”“矮，选

个专业要被学校挑，谈

个恋爱要被对象挑，逛

个商场要被衣服挑，找

个工作要被公司挑，烦

恼有谁懂？”“邻居家娃

天天拉筋长高了，我家

娃也要多拉。”“我奶奶

听 说 骨 头 汤 补 钙 长 个

儿，就天天喂我喝，一个

暑假过去，我变胖了，就

是没长高”⋯⋯搜索“身

高”关键词，网上不乏有

人想要突破“基因的天

花板”，或者分享“长高”

路上的辛酸史。

《中 国 居 民 营 养 与

慢 性 病 状 况 报 告 (2020
年)》显 示 ，我 国 18- 44
岁的男性和女性平均身

高 分 别 为 169.7 厘 米 和

158 厘 米 ，与 2015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加 1.2 厘 米 和

0.8 厘 米 。6- 17 岁 的 男

孩和女孩各年龄组身高

平 均 分 别 增 加 了 1.6 厘

米和 1 厘米。

平 均 身 高 持 续 增

长，为了不被别人落下，

大家都“铆足了劲儿”。

女孩婷婷的父亲身

高 1米 7，母亲身高不到 1
米 6，按照遗传靶身高公

式计算，婷婷最终身高理

论上不会达到 1 米 6。婷

婷的父母不能接受这一

结果，怕她因为长不高，

遭别人开玩笑和歧视，到

处寻医问药，尝试长高偏

方，还给婷婷买了一种号

称“无惧遗传，补充生长

因子，刺激骨骼生长”的

保健品。

两岁到青春期的孩

子，一般每年长 5 到 7 厘

米 。婷婷服用保健品后

一 年 长 高 了 8 厘 米 ，父

母很欣慰。可是有一天，

婷婷的母亲发现才 7 岁

的女儿乳房开始发育了（女孩 8 岁前、男孩
9 岁前开始出现第二性征为性早熟——记
者注）。

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认为，婷婷的性腺

轴提前发育，骨龄已经 9 岁多。由于现在远

没有达到与骨龄相匹配的身高，甚至情况

还不如服用保健品之前。如果不及时就医

干预，以后很可能连 1 米 5 都长不到。

像婷婷父母这样担心孩子的身高，焦

虑的家长实在不少。记者在某电商平台发

现，众多“长高”产品：长高神器、长高钙片、

长 高 激 素、长 高 拉 伸 器、长 高 外 用 产 品 等

等，仅其中一款长高钙片的月销量就有 5
万多单。

长高钙片真的有用吗？乱用激素会不

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使用拉伸器会不

会拉伤？没人在乎。大家在乎的是，“再见太

矮”“挑战大长腿”“再高 10-15 厘米”等商

家标注的噱头。

中日友好医院国际部主任、生长发育

门诊主任医师张知新在接受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提倡对人群正常身

高范围内家族性偏矮儿童进行药物和其他

方式干预。“为了促进生长，家长给孩子服

用各种保健品、补品、增高药物，很可能会

促使性腺提早发育，骨龄提前闭合，女孩早

早来月经，男孩早早遗精。本来女孩能达到

遗传身高接近 1 米 6，胡乱使用药物可能最

终身高连 1 米 5 都突破不了。另外，一些药

物还可能影响生理安全。”

既然补品、保健品有风险，那多给孩子

喝牛奶、骨头汤，多吃有营养的食物总没错

吧？并不是。吃得太多、太好反而可能提前

停止生长。

“我的孩子小学时长得快，也比其他同

学高，怎么上了初中就不长了？孩子还能长

高吗？”这是张知新常常被问的问题。

张知新表示，一般情况下，男孩骨龄在

18岁时完全闭合，女孩 16岁完全闭合。骨龄

从开始到闭合的时间是生长期，就好比盖楼

的工期。如果骨龄提前闭合，意味着盖楼的

工期被压缩，要是加班加点把楼盖起来，那

未来孩子的身高是没问题的。否则，孩子可

能达不到理想身高，成“高小孩矮大人”。也有

孩子骨龄闭合比较晚，长得慢。在儿童期可

能比别人矮，但到青春期却“长高很多”。

“高小孩矮大人”现象的出现、孩子骨

龄提前闭合，很可能是家长们对身高要求

过高的结果。过量摄入蛋白质可能提早启

动性腺，性激素加速骨龄增长，孩子提早发

育，长高的时间因此缩短。

张知新发现，在疫情期间，呼吸科、儿

科的儿童青少年患者在减少，而内分泌遗

传代谢专科在全国的门诊量都在上升，或

者至少维持疫情前的状况，很多患儿都是

来看性早熟的，并且骨龄往往比正常范围

还要高。“孩子在家里的时间增多，时时刻

刻都可以吃东西，摄入的肉蛋奶、坚果、零

食等比在学校多得多。有些家长为了给孩

子补充营养，每天给孩子做很多美食，甚至

还有人参、海参、蜂王浆等。就像花一样，总

浇肥花开得早，就不再长高了。要让孩子充

分自然生长，不要有过多的、反季节食物的

摄入，否则肥胖、性早熟、提早发育的机会

就增加了。”

张知新建议，要科学地认识、对待身高

问题。“身高不是越高越好，身高是人类长期

进化与环境适应，为满足和适应自身身体各

种器官组织的大小及功能活动而建立的最

合适高度。不仅是人类，物种也是如此规律，

有些瓜果南方的比西北的体积小，这是环境

适应和遗传过程中的优胜劣汰使然。”

身高难破

﹃
基因天花板

﹄
﹃
长高

﹄
产品贩卖焦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垠杉

山 东 滨 州 一 起 因 婚 闹 而 起 的 案 件 于

2020 年年底二审宣判。95 后谢某某婚礼当

天，一众亲友拦住了迎亲车队，“他们持着

事先准备好的酱油、醋、生鸡蛋往谢某某身

体 上 喷 涂 ”。谢 某 某 下 车 与 他 们“ 搂 抱 嬉

戏”，却不慎摔入路旁的沟渠。

经检查诊断，“谢某某腰背部裂伤，伤

口长达 25 厘米，深约 15 厘米”。

3 月 17 日，山东省滨州邹平市多部门

联合发布关于打击恶俗婚闹的公告。其中，

强行亲吻、搂抱或采取其他方式侮辱、猥亵

新娘、伴娘等七类“低俗、恶俗婚闹行为”，

将由公安机关视情节依法予以治安处罚，

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微博平台上，话题#山东邹平打击恶

俗婚闹#很快冲上热搜榜，点赞数第一的

评论是“婚闹无底线，该管管了”。

婚俗还是婚闹

2020 年 5 月，民政部发布《关于开展婚

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开展对

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不正之风的整治，进

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社会风尚。

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从来不是件

容易的事。

2019 年 5 月，有媒体以是否赞同抵制

低 俗 婚 闹 为 题 发 起 投 票 。1.2 万 名 投 票 者

中，仍有上千网友表示“不赞同”“无所谓”。

在评论中，不乏以“传统习俗”为婚闹站台

的人。

山东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王庆安在接

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婚闹的

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游牧时代。但从历史

沿革的角度来看，婚闹行为实际上是在不

断淡化的。婚闹主要承载着两大意义，一是

仪式上的需要，借此传递宾客对新人的祝

福。在古代，不少新人凭“媒妁之言、父母之

命”结婚，甚至此前都没见过面，婚闹有助

于推动新人加速融入新的家庭；二是娱乐

气氛的需要，喜庆是婚礼的大主题，用“闹”

来活跃大家再适合不过，但因为有些人对

“闹”的度掌握不当，导致一些不文明现象

发生。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借“现场视频”

博眼球、赚流量，窘迫的新人则像是“审丑

狂欢”的“牺牲品”。

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律师梁聪表示，

一些地方的婚闹习俗已经完全变了味道，

“借习俗之名、行恶俗之实，借婚闹来获取

自 己 精 神 上 或 身 体 上 扭 曲 的 愉 悦 感 。”他

说，2016 年，影视明星包贝尔婚礼上，嘉宾

闹伴娘柳岩的事件，就曾引发大家对低俗

婚闹行为的批评。

王庆安分析说，一些地方，与现代文明

理念相悖的习俗仍有延续。而最需要警惕

的是，部分“借题发挥 ”的人，不仅没有底

线，更有主观上的恶意。

2013 年 9 月，一名 16 岁的高中生应同

学之邀，在同学哥哥的婚礼上做伴娘。十几

名男子在“闹伴娘”时，扒光了她的衣服，在

她身上乱摸。2014 年 7 月，山东省泰州市泰

山区人民法院以强制猥亵妇女罪各判处王

某某、吴某有期徒刑三年，判处王某、孙某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判处许某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二年。

“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政府部门来明确

‘婚闹行为’的边界，包括近年来的天价彩

礼等问题，移风易俗需要过程，更需要引导

大家提高意识。”他说，“在这些基础上，再

借助法律手段，对一些典型加以严惩，效果

会更加明显。”

恶俗婚闹整治难在哪儿

微博上，有一位网友发文说自己“被行

拘 3 天”，因为“在婚礼上强行搂抱伴娘”。

他不断试图让网友为此事重新定性，一遍

遍说“我也是够倒霉的”“你们没有同情心

吗”。但在评论区，“活该”的回复依旧“一

边倒”。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多地都曾

向低俗婚闹行为“亮剑”。

早在 2016 年 10 月，云南大理就发布

过进一步整治不文明婚闹行为的通知，包

括禁止出现庸俗下流的歌舞表演、搞笑闹

剧以及裸露身体、着猥亵性奇装异服、扔

鸡蛋等内容。江苏盐城市也曾发布 《文明

婚礼、抵制低俗》 倡议书，当地新婚夫妇

领 取 结 婚 证 时 ， 将 签 订 《“ 倡 导 文 明 婚

礼、抵制陈规陋习”承诺书》。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张荆 看 来 ， 这 些 公 告 体 现 了 地

方 政 府 的 一 个 态 度 、 对 此 类 所 谓 风 俗 习

惯 的 导 向 。 这 些 不 能 作 为 法 律 依 据 在 司

法 实 践 中 适 用 ，“ 但 就 政 府 部 门 将 ‘ 低

俗、恶俗婚闹行为’明示来看，能起到很

好的指导作用，让社会大众明确哪些行为

是要被‘否定’的，告诉大家法律是能进

行制约的。”

至于为什么还是有很多婚闹行为不了

了之，张荆认为，是“权利受到侵害的当

事人，向外寻求法律帮助的意识很薄弱”。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梁聪提及 2017 年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起

案件。当时，一位伴娘被两名男子按在车

内强行摸胸。事发 7 天后，涉事男子被警

方控制。但伴娘却因与这两个男子认识，

不打算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个真实案例也是一些婚闹现象的

缩 影 。 婚 闹 受 害 者 往 往 看 重 ‘ 人 情 、 面

子’，选择息事宁人。”他说，在很多人的

观念里，婚礼属于私事、是人情世故，不

能违法。但一些婚闹行为，涉嫌侵犯、伤

害他人人身权，必须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并非“民不举官不究”。

3 月 3 日，贵州省凤冈县公安局也发

布了一则抵 制 婚 闹 的 通 知 。 除 了 提 出 要

抵 制 新 郎 捆 树 、 涂 抹 异 物 等 婚 闹 行 为 ，

通 知 也 表 示 “ 禁 止 在 婚 庆 活 动 中 实 施 低

俗 、 恶 俗 婚 闹 行 为 ， 违 者 由 公安机关视

情节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

刑事责任”。

张荆说，“地方政府鼓励揭开低俗婚

闹的‘盖头’，当事人也知晓了哪些属于

被打击的行为，权利受到侵害以后，更要

主动向司法机关去报警。遏制婚闹，有赖

于全社会共同扭转风俗观念、法律观念。”

“要破除法不责众的错误思维。”梁聪

表示，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根据行为方式不

同和情节严重程度，行为人可能会承担民

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恶俗婚闹 为何难休

联谊男女图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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