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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e 周刊

【热议】抛开对于套路的具体讨论，
“红包大战”其实也很有意义。首先就
是对于人性的挖掘。如今人们过年的
选项看似变多了，但其实对活动的要求
无非还是有趣、好玩。其次就是对春节
的再诠释。对于很多日渐寡淡的春节
习俗来讲，当和新生事物结合在一起
时，就可能意味着传统仪式完成蜕变，
而春节则借此保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过去几年，“红包大战”之所以
与时俱进，不断给人惊喜，表面上是技

术的升级演进，本质上是因竞争关系
而成。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红包大
战”让人们埋头于手机，疏于亲情交
流。其实不然，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你可以选择观望，但没有办法否定和
逆流。当我们顺应着时代往前，其实
就是在完成新仪式和旧民俗的一次碰
撞，它们彼此中和、缓冲，剩下来就是
我们都认可的方式。通过过去几年的
观察，“红包大战”确实让春节变得更
加美好。 （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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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

自古以来，婚姻的缔结就有男方在
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
聘礼的习俗。彩礼象征着男方对女方和
女方父母的尊敬，也表示男方父母对女
方的一种认可。可是近年来，各地方彩
礼一路飙升，如同一道无情的屏障，让个

别地区的适婚小伙直呼“娶不起”。
在传承历史民俗的过程中，人们

似乎只保留了表象而忘却了本质，继
承了形式却丢了内涵。在个别农村地
区，父母抬高女儿的“身价”，让“嫁女”
成为了一种“敛财”的手段，通过“天价
彩礼”为自己博脸面。另外很多家庭
认为，多要一些彩礼可以给女儿在今
后的婚姻生活中多一份保障，以防在

今后出现问题分割家产的时候女方吃
亏。笔者以为，过分的看重一时的利
益并不是真的为女儿的婚姻生活考
虑，其结果往往会因小失大、适得其
反，最终可能导致有情人不能成眷属。

在新时代，莫让“彩礼”成为爱情不能
承受之重。一方面需要政府发力，加强宣
传，积极引导百姓摒弃陈规陋习；党员干
部要带头抵制歪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

主动改变观念、自觉树婚恋新风，让索要
“天价彩礼”者成为“过街的老鼠”。另一
方面父母们应该分清主次，要知道儿女的
幸福才是最大的目的和追求，莫因贪图一
时的利益而毁了子女的幸福。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天价
彩礼”损人也损己，金钱并不足以衡量
真正的感情，切莫忘记婚姻的初衷。

（据人民网）

彩礼“真贵”不代表爱情“珍贵”2观点

□刘小莲

“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
福”，这句话诠释了爱情的真谛。既然
决定了就要义无反顾，不管后面是甜
是苦，不带半点“金钱和物质色彩”，那
才是真正崇高的爱情。

可如今有些爱情却变了味，以身
后 的 金 钱 和 物 质 为 基 础 ，比 的 是 面

子。在找对象之前首先要看对方家庭
是否富裕，要有车有房，尤其是在一些
偏僻的城市乡村，十几万、二十几万不
等的彩礼让人望“媳”兴叹，可又不能
让儿子不娶，只能东挪西借。好不容
易筹齐这笔“天价彩礼”，可这么一折
腾，家里却是为了一时的面子而输了
里子。

彩礼本是一种习俗，多少应根据
家庭生活状况。富裕的家庭可以多点，

家庭底子薄的，只要遵从习俗略表心意
即可，没必要为了攀比把自己弄得喘不
过气，把幸福的婚姻变成一种负担。

“彩礼负担过重，希望婚事简办。”
这是民众的心声。对此，2016 年 11 月
28 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会议。
并下发《关于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乡风的工作意见》，要求把“反对铺张
浪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此后，一些地方

政 府 相 继 出 台 措 施 ，遏 制“ 天 价 彩
礼”。这是民众喜闻乐见的事，但是

《意见》能否真正落实到位，还需各地
多加宣传和正确引导。

破除“天价彩礼”问题，仍需多从
思想上引导，转变观念。真正的幸福
不是建立在彩礼多少上，只有遵循公
序良俗，破除嫁女“待价而沽”等顽疾，
才能让爱情回归本质。

（据华声在线）

别让彩礼成为幸福绊脚石1观点

□刘晶瑶 何晨阳

“天价彩礼”掏空了不少贫困家庭
多年的积蓄。恶性循环之下的“天价
彩礼”异化了乡风民俗，腐蚀了村民原
本质朴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如果在乡
间进行调查，就会发现很多农民都有
改变这一恶风恶俗的强烈愿望。

然而，从多地泛滥成灾、根深蒂固

的彩礼顽疾来看，单靠民众个体基本
无力与这种“恶俗”相抗争。因此，在
根治“天价彩礼”的问题上，必须有强
大的外力来推一把。地方政府要理直
气壮地管起来，有关方面要负起主体
责任，要主动作为，指导引导各乡各村
因地制宜制定乡规民约，提升这一问
题的基层治理能力。

当然，基层政府必须注重方式方
法 ，不 要 简 单 粗 暴 一 刀 切 ，要“ 巧 作

为”，才能贴民心解民忧。要善于动员
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汇聚各方智慧，
激活民间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
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给力，才能让这
股“天价彩礼”的歪风邪气尽快得到遏
制。

同时，治理农村“天价彩礼”现象，
还须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让党员领导干部在移风易俗
的过程中发挥表率作用。相关部门还

可以尝试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率先
对党员干部及其子女婚嫁中畸高的彩
礼进行约束；对于违规大操大办的党
员领导干部，可从党纪政纪上给予批
评教育乃至处分。

相信各地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出
台引导性指导性措施，借助民间力量
有作为巧作为，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一定能破解“天价彩礼”死循环。

（据新华网）

政府要有作为巧作为3观点

遏制天价彩礼

：对陋习说

﹃
不
﹄

“ 儿 子 娶 媳
妇，爹娘脱层皮”
的 现 象 在 我 国 农
村地区普遍存在，
很多农民直呼“现
如 今 媳 妇 娶 不
起”。前不久，河
南 濮 阳 市 台 前 县
对 农 村 红 白 事 标
准 给 出“ 指 导 意
见”，要求彩礼总
数 控 制 在 6 万 元
以内，引发舆论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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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

e 针见血

观点圆桌会

热词串烧

@豆豆：彩礼作为一种礼节和习俗，不是不可以有，但一定要把握好度。为了满足一时的虚荣，逼着亲家四处借债娶儿媳，无疑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箫声巷陌：移风易俗，一方面要多加宣传、改善风气，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保障、技能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群体发展能力，让“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彻底成为历史。

@百善孝当先：拿到“天价彩礼”并不一定能让婚姻变得幸福，只会提高结婚成本，加重家庭负担。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却因为彩礼而被压
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何苦？

红包大战
【回放】最近几年，得益于

移 动 互 联 网 的 迅 猛 发 展 ，红
包 从 线 下 来 到 线 上 。 平 时 ，
给 亲 朋 好 友 发 个 红 包 ，在 群
里 哄 抢 一 个 红 包 ，都 变 得 习
以为常，遑论新年。在年味
越 来 越 淡 的 当 下 ，“ 红 包 大
战 ”正 让 春 节 焕 发 出 新 的 生
命 力 ，也 逐 渐 生 出 了 备 受 期
待的仪式感。

【热议】“天下爸妈都一样”“行李
箱里塞满爱”这是很多网友节后的感
慨。然而对比一下返程前，“画风”似
乎并不是这样的。从回家前那些对父
母盘问结婚生娃的忧虑，到“回家 10 天
8 场相亲，女大学生吓得逃回学校”，比
起塞满行李箱的土特产来说，父母的
另 一 些 做 法 却 让 很 多 人 大 呼“ 伤 不
起”。这样的关怀不是爱吗？从家长
里短的盘问到临行前装上沉沉地行
李，父母还是那父母，只是不同情景下

彼此观念冲突凸显程度不同而已。
所以，对于“塞满行李箱的爱”不

应该止于感动。透过这种“沉甸甸”的
爱和牵挂，人们应该尝试读懂不同时
代的观念差异，从而找到融合之道。
有人说，父母恨不得把全世界塞进行
李箱，那为什么不能超越行李箱呢？
也许，如果父母来到我们身边，抑或我
们常回家看看，就不需要他们再包那
些似乎一年都吃不完的水饺，或准备
那个超重的行李箱了。 （子长）

行李箱里的爱
【回 放】“600 个 土 鸡 蛋 、

300 个土鸭蛋、50 斤大米、一
桶自己榨的花生油⋯⋯”冰箱
里摆满的手工面食，行李箱中
严严实实的土特产，这两天网
络上最流行的一件事就是晒出
自己的行李箱，看看爸爸妈妈
都给自己的行李箱里装了啥。
两代人的爱与牵挂再度成了热
门话题。

【热议】生命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
呈现方式，每一个阶段、每一种方式都
值得尊重。生而平等，善待老幼残弱，
这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景区的硬
件是否值得称道，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
无障碍通道之有无。否则，就算有了

“第三卫生间”，病弱者也许都无法到达。
是否方便病弱，体现着文明的深

浅，也颠覆着传统上对生命的体认。生
命不仅仅在于长度，更在于质量。偶闻
海外有九旬老人玩跳伞、八旬老人敢冲

浪，回过头来，我们还能对只因病痛衰
弱而禁足家中的老人心安理得吗？和
国际接轨，不仅仅是经济层面，更在文
明层面。而厕所，正是文明的“尺度”。

“第三卫生间”和轮椅通道的存
在，是和中国国力相宜的文明揖让姿
态：让每一个生命，都能活得更体面
更有尊严，幸福感满满。如果它能不
止步于 5A 级旅游景区，进一步扩展
到城市、社区、乡村，那将会是人类文
明史上的“美图”。 （李泓冰）

第三卫生间
【回放】国家旅游局 2 月 4

日称，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都
应配备“第三卫生间”。这是
专为方便异性人士陪同不能
自理的亲属如厕以及残障人
士而设立的。有了“第三卫生
间”，女儿就可以协助老父亲、
儿子可以协助老母亲，妈妈或
爸爸带着小儿女也能方便顺
心如厕了。

小赛

春节假期已经结束，此起彼
伏的祝福声却并不会因此而结
束。相信无论是我还是你，收到
的祝福信息里，几乎都写着“新
的一年”“2017 年”等相似字眼。

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内容相似、
结构相近的祝福短信，反复出现在
手 机 屏 幕 上 ，已 成 为 一 种 社 会 现
象。这些大部分来自群发的祝福，
到底该怎样看待，成为困扰我们的
问题。

是的。发不发群发短信，收到
群发短信回不回，好像也真是个事
儿。有人认为群发也是一种美好
的祝愿，有人则认为问候最需要的
是真诚，如果嫌麻烦，不如不发。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87.7％的
受访者曾群发祝福，52.6％的受访
者认为群发祝福也是祝福，不反感，
39.2％的受访者认为节日祝福还是
要“个性化”，即便简单也要真诚。

不可否认，祝福不是任务，感
情不应流于形式。相对于千篇一
律的祝福短信，人们更喜欢那些自
己动手创作、有感而发的“私人订
制”，但也不能因此说群发转发不
真诚。

没错！群发不等于乱发，也需
要认真选择发送对象。应当承认，
复制的拜年也是拜年，礼节性的问
候也是问候，千人一面的祝福也是
祝福。尤其对那些多年未联系的

“小伙伴”，节日期间转发个祝福、粘
贴个问候，没啥不好。

在多元多样的社会里，祝福不
可能只有一两种方式。无论走亲
访友、登门拜访、电话传情，还是短
信拜年、群发问候，或者私人订制、
微博微信，这些祝福形式并非“有
你没我”，完全可以友好共存。

对每个人来说，采取什么方式
送祝福，合适就好。至于群发短信
回与不回，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回
是祝福，不回是自由，实在没必要对
此挑三拣四，更没必要贴上“不真
诚”标签。

微信也好，短信也好，希望所
有的消息都能够化繁为简，所有的
祝福不要流于形式。用一份真诚
的心传递祝福，同样也用一份纯粹
的心去回应。要知道，被惦记也是
一种幸运。

群发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