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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湃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来了！
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

将在辽宁、山东、广东、重庆、四川
实施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在江苏、河南、湖北武
汉、陕西西安实施结婚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试点期限为两年，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31日止。

毫无疑问，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试点的落地，是继身份证全国
通办后，基本公共服务实现“随人
走”的又一个重要突破。

现行《婚姻登记条例》规定，
居民结婚、离婚登记都要到男女
双方之一的户籍所在地进行办
理。这一要求，在当前“流动中

国”的大背景下，已与现实脱节。
如最新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

显示，2020年，我国有4.93亿人处
于“人户分离”的状态，这其中就
有相当比例的适婚人群。而据民
政部数据，当前全国婚姻登记机
关平均每年办理结婚登记 1000
万对左右、离婚登记近 400万对、
补领婚姻登记证 400 万对左右，
直接服务近 4000 万人次。也就
是说，必须回户籍地才能进行婚
姻登记，影响到亿万人的切身便
利，由此令婚姻登记所消耗的不
必要的社会成本，不容小视。

此番试点落地，时机已完全
成熟。如婚姻登记信息管理系统
目前已实现全国联网。而过去几
年，一些地方也分别试点了市域
内通办与省内通办，为跨区域服

务办理积累了相当经验。在此基
础上，通过进一步试点跨省通办，
最终过渡到全国“一盘棋”，相信
只是时间问题。

试点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
发现问题、完善机制的过程。比
如，试点中要注意服务的标准化，
避免擅自增加额外的程序要求。
同时，一些流动人口、外来人口较
多的城市，可能因此出现婚姻登
记服务需求陡增的情况，相应的
服务能力也要与时俱进。除此之
外，随着跨省通办试点的推行，婚
姻登记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也得考
虑适时进行修改，为改革的普遍
推广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让数据多跑路，民众少跑
腿”，已成为大数据时代，公共服
务改革的最大社会共识与总体目

标。婚姻登记向跨省通办过渡，
是改革啃下的又一块“硬骨头”。
且考虑到婚姻信息属于公民个人
的基础性信息之一，它的跨省通
办，还有助于撬动与之绑定的其
他公共服务的“流动”办理，可谓
意义重大。

一个“流动的中国”正在加速
到来，让婚姻登记服务摆脱户籍
限制，随着人口“流动”，也是在公
共服务的角度增进社会的婚姻

“自由”。而当身份证办理、婚姻
登记都陆续跟上“服务随人走”的
时代要求，在过去看来“不可思
议”的憧憬都一步步变成现实，它
也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对于公共
服务改革继续推进的信心——还
有什么公共服务是不能“流动”起
来的？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让公共服务流动起来

婚姻登记
向跨省通办过
渡，是改革啃
下的又一块
“硬骨头”。

去年5月20日，民政
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婚俗
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
见》，要求开展对天价彩
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
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
治……推进社会风气好
转。《意见》颁布一年有余，
我市婚俗之风现状啥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有因为彩礼导致分手的，
也有认为彩礼只是形式
的，心意才最重要。在形
式与实质中间，彩礼该如
何转换？也许，不同地方、
不同家庭有不同答案。

（相关报道见今天4版）

彩礼，不是给与不给那么简单

◎雨来

民政部关于婚俗改革的指导
意见，其初心和目的都是好的，对
推进社会风气好转肯定也有作
用。但不要忘了，中国依然存在
城乡二元结构及区域发展不平衡
的现实矛盾，民政部的意见要在
中国广阔的大地上无差别地实
施，还是有点难。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幸福的
家庭。提及结婚时的彩礼，不少
都是男方给点、女方添点，双方皆
大欢喜。但这种情况，双方家庭
一般都相对宽裕。在经济相对落
后的地区，比如农村，彩礼依然是
女方的重要保障。尤其面对有两
兄弟或以上的男方家庭，女方很
难对彩礼松口。你不要人家要，
不要将来也可能分家分账，干吗
不要？

还有个问题，男多女少决定
了女性主导婚姻走向，而结婚又
是刚需，那么，在欠发达地区，男
性凭什么在同类中胜出？根据我
对老家村子的观察，别说婚前在
彩礼上较劲，即便婚后，若家庭财
务捉襟见肘，婚姻关系仍会岌岌
可危。

可见，彩礼虽是传统风俗，但
最终由现实决定。毫无疑问，它
在很多时候会造成负担。问题
是，你拿什么干掉它？

说白了，女方对彩礼的执着，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真正能把
彩礼干掉的，只有钱和爱情。爱
情不够钱来凑，当大家都富起来
了，彼此对金钱没那么渴望了，彩
礼也许就不是个事儿了。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努力进
步。无论个人，还是社会。

能干掉彩礼的
还是钱

◎雅歌

婚姻是爱情故事的延续，有关婚
姻的话题也像爱情一样，永恒。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不过，要
组建一个新家，各自原有的家一个都
绕不开，结婚就成了两个家庭的事。
家里人都要参与，问题也陡然多了起
来。彩礼、房、车、婚礼支出、媒礼等费
用，每一项都指向新人背后的整个家

庭。结婚成本，任谁都逃不掉。
从彩礼开始，结婚的成本走出第

一步。作为风俗习惯的彩礼，不是给
不给的问题，即使女方不要，男方也不
好意思不给。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
以自己的经济能力独自承担彩礼的少
之又少，家庭必须介入。两个人的事
变成两个家庭的事，家庭差异此时也
就显现出来。一项调查显示，天价彩
礼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总体上农

村地区彩礼普遍高于城镇，贫困地区
差异明显高于富裕地区。越穷越要，
越要越穷。

遏制天价彩礼，正是人们认识到
了彩礼造成的问题。自古就有的习俗
完全抹杀也不可能，但彩礼制造出矛
盾也的确违背婚姻的初衷。既然家庭
要介入，何不在家庭能够承受的范围
内，商量着完美解决两个人的事？

一地鸡毛，对谁都不好。

彩礼可以有，量力而行

◎汐汐

无论是出于从众心理，还是面子问
题、攀比之心，彩礼已成为很多家庭不
可承受之重。连一些女性都觉得，彩礼
是自身被物化的一种象征，非常反感，
甚至与家人反目。而我觉得，只要不是
无力承受，彩礼的存在就是合理的。

彩礼也是男方经济能力的一种证
明，是对未来生活的保障，蕴含着美好
的祝福与期许。无论当年的“三转一

响”，还是如今的“一动二不动”，都非单
纯的货币价码，除了保障，也是对女方
的尊重。总不能还没结婚，就面临生活
质量直线下降的未来吧？何况，如今女
性的嫁妆和彩礼大多成了小家庭的启
动资金。比如，我身边的朋友，压箱底
的钱多为彩礼的两到三倍。

时代要求女性独立，但女性同样工
作赚钱，却要十月怀胎、生子带娃、做家
务……女性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婚
姻中的额外付出自不待言，且女性承受

的婚姻风险普遍高于男性。彩礼作为
婚姻偿付的一种，在两性资源、权力分
配不平等的现实中，促成了某种微妙平
衡，也是维持婚姻稳定的一种手段。

此外，有彩礼作为结婚冷静期，未
尝不是件好事。如果连彩礼的协商和
烦琐的婚礼程序都迈不过去，那双方都
要好好考虑了。

当然，婚姻很神圣，彩礼重在彩头
而非礼金，目的是结婚而非买卖，根据
自家情况，心意到了就好。

彩礼是对女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