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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各
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强化
村规民约约束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示
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
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受访干部
群众和专家建议，尽快采取标本兼治
的有力举措，推动农村彩礼“降温”。

甘肃定西市明确婚嫁礼金不超过
5 万元，江西贵溪市发挥红白理事会
作用抵制高价彩礼，湖南江永县培训
农村妇女干部等当“新媒婆”弘扬婚俗
新风……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了一
系列抵制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的
举措取得一定成效。

郑兵和说：“我们这里是全国婚俗

改革实验区，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谁
家要结婚、彩礼多少等，都能及时掌
握，并主动介入抵制高价彩礼。比如，
今年春节村里一户村民家里办婚事，
刚开始对方要彩礼28.8万元，通过我们
多次上门做工作，最终降到8.8万元。”

一些地方还通过举办集体婚礼
等形式，引导群众转变婚俗观念，在
全社会营造文明健康的婚礼新风
尚。彩车巡游、新婿登场、跨马鞍、执
手之礼……去年12月，一场传统中式
集体婚礼在江西省武宁县举办，参与
的16对新人都是“零彩礼”。其中一位
新娘付婷说：“彩礼不是婚姻幸福的筹
码，这种集体婚礼简单而又充满仪式

感，身边很多人说我的婚礼办得好。”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主任贺雪峰等人建议，结合移风易俗
和生育政策优化调整，进一步引导群
众破除旧观念，树立“彩礼高换不来家
庭幸福”“感情才是美满婚姻基础”等
理念，摒弃高价彩礼的婚嫁陋习。

“高价彩礼问题在欠发达乡村更
突出。”南昌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
执行院长刘建生认为，从根本上破解
高价彩礼难题，必须加快推动乡村振
兴，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家园，“让年轻人愿意留在乡村发
展，让更多男女青年愿意在乡村安家
落户”。

加快乡村振兴，改变婚姻观念是根本

动辄二三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先提彩礼再谈感情——

部分地区高价彩礼现象调查

江西某地不含车房彩礼超过 38
万元；福建某地彩礼最多甚至高达200
万元……伴随着春节的结婚高峰，高
价彩礼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2 月 13 日发布的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明确提出，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
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彩礼本是一种传统婚俗，寄托着父母
对新人的美好祝福。然而，“新华视
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农村
地区的彩礼居高不下甚至一路看涨，
并出现农村比城里高、家庭越困难越
高等怪象。

这个春节，从江西农村到省城打
工的夏军（化名）又在为找对象发愁，
30 岁的他在村里人眼中已属大龄青
年，常常被家里催婚。

“现在结个婚太不容易！”夏军说，
在当地，找对象一般要男方在县城有
房、有车，还要出笔彩礼，一般是28.8万
元。他算了笔账：县城买房首付约20
万元，装修约15万元，轿车10多万元，
加上28.8万元彩礼，仅这些就需70多
万元。

“我打工每月挣6000元，一年能存
三四万元，结婚光靠自己的积蓄很难

承受。家里想先凑钱把房买了，彩礼
钱只能向亲朋好友借，婚后慢慢还。”
夏军说。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通过持续
深入开展移风易俗，一些地方彩礼有
所下降，甚至出现“零彩礼”，但也有不
少地方彩礼依然居高不下。多名受访
群众表示，当地上百万元的“天价彩
礼”并不多见，但二三十万元的彩礼确
实较为常见。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的彩礼
还越来越高。“两三年前我们这边彩礼
一般是10多万元，如今不少都是20万

元起步。”中部某县一名村民说，今年
春节，同村一户人家娶媳妇，不算置办
婚宴酒席、购买金银饰品等，仅彩礼就
22.8万元。

“这些年我们这儿彩礼一路上涨，
从十多年前的8.8万元涨到 18.8万元，
再到 28.8 万元，如今一般都是 38.8 万
元。”赣北地区一村民告诉记者。

高价彩礼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
题。一些受访村干部、村民说，当地有
的人家相亲时先要谈好彩礼，给了彩
礼再开始交往，双方后来没走到一起
因退还彩礼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

难以承受彩礼之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高价彩
礼难根治，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经济
等原因。

“在传统观念里，彩礼高代表嫁得
好。谁的彩礼高，谁就嫁得好。”一些
受访群众表示，女方要彩礼，不是要多
少钱而是要面子。如果谁家没收彩
礼，往往被认为男方家庭困难或自家
姑娘有缺陷。

在长期的收送彩礼中，一些地方
形成明码标价的地域“行情”。

“我们这儿彩礼18.8万元左右”“我
们这儿一般是二三十万元”……记者调

查发现，各地彩礼往往都有地域“行情”，
谈彩礼时一般不会明显偏离“行情”。

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汪二镇徐家
村村民赖毛仔说，人们在谈彩礼时一
般会参照当地“行情”，同时也会相互
攀比。彩礼高的有面子，明显低于“行
情”的就感到难以接受，“这也是彩礼
很难降下来的原因之一”。

除普遍的地域“行情”外，一些地
方往往还存在“条件越差彩礼越高、家
庭越困难彩礼越高”现象。中部地区
一名村支书说，他们村邻近县城比较
富裕，彩礼一般是18.8万元，但当地一

些偏远村庄却高达28.8万元甚至38.8
万元。

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泗沥镇王湾
村村支书郑兵和说，家庭条件困难的，
往往要出更高彩礼才能娶到媳妇，“家
庭条件好的，很多人争着把女儿嫁过
去，反而可能不高”。

农村适婚青年“男多女少”也进一
步抬高了彩礼。“村里姑娘嫁到城里
多，城里姑娘嫁到村里的寥寥无几。”
江西省宜春市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村
支书魏三忠说，村里适婚青年中男青
年约占七成，娶媳妇难问题突出。

高价彩礼隐含文化、经济等原因

从古至今，婚嫁礼俗往往被
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之一。
《仪礼》记载：昏有六礼，纳采、问
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多位
专家表示，婚俗改革要取得成效，
既需拿出实招，也要直面背后深
层问题。

首先，要积极发挥农村基层
组织和城市居民自治组织的作
用。

只办一天酒席、吃农家大锅
菜、用车不超过6辆……2022年11
月 17日，邯郸市肥乡区田寨村村
民牛荷飞和田帅盟在亲朋好友的
祝福下举办了一场简约的婚礼。
调查显示，肥乡区村民婚礼操办
平均支出为2万元至3万元，降幅
高达76%至84%。

为治理婚礼大操大办和“天价
彩礼”，肥乡区制定节俭办婚礼的
参考标准，对席面规模、用车数量
等都给予细致规定。此外，当地还
成立了由村支书、村内能人组成的
村民事务理事会，全程监督。

河南省宁陵县也积极推进行
政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和红白事监
督小组，负责各村婚丧事务的操
办，切实发挥服务监督管理作用。

此外，要警惕商业诱导的推
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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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春华表示，婚礼市场各类商家
利用人们“讲面子”、搞攀比的心
理，在婚礼规模、仪式包装等方面
不断细化，进行商业诱导，加剧种
种乱象。

2021年4月以来，全国已确立
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民政部社
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表示，下一
步，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实
验区工作的指导力度，帮助实验
区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提升能
力，争取再形成一批可学可用可
复制可推广的创新经验。同时针
对实验区已产生的好做法好经
验，民政部将及时总结推广，并上
升为指导面上工作的政策措施。

（据新华社南昌2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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