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5 月 20 日，参加“囍爱宝

丰 共倡婚俗新风”集体婚礼的新人

记录甜蜜时刻。

▽今年5月20日，宝丰的新人们

排队办理结婚证。

▽袁庄村村民在“乡村大食堂”举办婚宴

“天价彩礼”、婚礼恶俗闹剧等现象常常

引发关注。2022年6月，叶县、宝丰县被列为

省级婚俗改革实验区后，两地的实践成为我

市婚俗改革兴起新风尚的缩影。

组织年轻人进行联谊交友活动，在特定

节日为新人举办中式集体婚礼，建立婚俗文

化公园、婚俗文化示范街道，设立“乡村大食

堂”降低婚宴成本……在宝丰，民政局及相

关单位不断推出的“花式浪漫”，让新人同时

感受到传统底蕴与时代新风。8月7日，记者

来到宝丰县民政局采访。

有一种浪漫，叫婚俗新风尚
□ 刘蓓 侯雨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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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的家庭来说，结婚之喜也伴随着彩礼

的压力。以前，在宝丰县，彩礼从十几万元至几

十万元不等。如今，宝丰县297个行政村、24个

社区全部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把抵制“天价彩

礼、攀比成风”纳入村规民约。

据宝丰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冯丹丹介

绍，自婚俗改革以来，他们利用电视、报刊、微

信、短视频、手机短信、婚俗围裙、室外墙体标

语、漫画等全方位开展婚育新风宣传，引导新人

新事新办、简办，摈弃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

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现在，宝丰县逐步

形成简约适度、文明向上的婚俗新风尚，彩礼数

额大大降低，还有新人选择“零彩礼”。

家住宝丰县城的赵亚晓就是“零彩礼”的践

行者。赵亚晓和丈夫小韩相亲认识后，经过一

段时间的相处，性格相投的两人于2023年10月

结婚。“婚前我和父母去她家提亲，商量彩礼的

事儿，当时我很忐忑。”小韩坦言，很怕赵亚晓的

父母索要高额彩礼，自己家境一般，姐姐结婚时

曾索要彩礼，婚后和姐夫一直在还“结婚债”。

“考虑结婚时我就想好了，不向小韩家要彩

礼。”赵亚晓说，民政局工作人员曾到她居住的

小区宣传婚恋新风俗，她很认可宣传人员“彩礼

不能盲目多要，要双方量力而行”的讲解，认为

“以后日子过得好”才是最大的彩礼。赵亚晓的

父母、哥哥对此也很赞同：“不要彩礼，父母没压

力，孩子也没负担。”

受到赵亚晓的感召，小韩的母亲将曾为女

儿索要的彩礼还给了女儿，让她拿去还了“结婚

债”。就这样，赵亚晓两人顺利结婚，小韩的姐

姐也从还债压力中解脱出来，两家人的日子过

得比蜜还甜。

“随着观念转变，新人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

方式来度过结婚这一重要时刻。”冯丹丹说，为

宣传文明婚俗，他们一边印发倡议书，倡导全县

“重登记、轻婚宴”，引导婚嫁双方自觉抵制天价

彩礼，少要或不要彩礼；一边将袁庄、回龙庙、石

桥等 6 个村确定为宝丰县婚俗改革实验村，采

取群众认可的婚事操办规模、席面标准和礼金

数额等约束性措施，以点带面稳步推进婚俗改

革。如今，越来越多的宝丰新人选择婚事简办，

不摆宴席或旅行结婚，婚俗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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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上午，在宝丰县文化路与香山路

交叉口东北角，婚俗文化公园吸引不少居民

前来打卡。“咱们在这个大结婚证前拍个合

照吧！”情侣小赵、小刘路过此处，看到一面

墙上悬挂着放大50倍的结婚证，赶紧拿出手

机自拍留影。小刘笑着对记者说：“我们都

在附近工作，准备下半年结婚，如今正在挑

选婚纱照拍摄地点，听朋友说这里很出片，

就来看看。”

据冯丹丹介绍，他们将婚俗文化与城市

建设相结合，建成了这个面积约1100平方米

的婚俗文化公园，通过设置放大版结婚证、

心形回廊、新婚俗倡议书街边雕塑等，引导

群众树立健康的婚姻观。

在宝丰县武兴路，长约900米的小街到处

都是婚恋题材的墙体绘画，头顶上方还悬挂

着不少绚烂的霓虹灯，藏着“一步相识、两步

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恋”等字眼，浪漫氛围

拉满。“这是我们今年着力打造的婚俗文化示

范街道，马上就完工了。”冯丹丹说，这条街紧

邻小吃街，晚上很热闹，打造街头夜景，希望

借此吸引更多人关注并践行文明新风。

8月7日上午8点半，郭耀辉带领冯丹丹

等人来到县城一社区，为七夕联谊活动“踩

点”。

举办“囍爱宝丰 共倡婚俗新风”集体婚

礼；组织单身青年联谊交友活动；通过拍摄环

卫工人、园林工人、人民教师等夫妻短视频，

展现相互理解、包容的婚姻家庭；联合县文广

旅局推出“推进婚俗改革助力文化振兴”公益

电影巡映……近年来，宝丰县积极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俗观。

今年七夕，宝丰县民政局与往年一样，准

备了“三句半”节目表演、新人集体颁证仪式、

未婚男女社区联谊等活动。“婚俗改革是一项

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宝丰县民政局党组书

记、局长王鹏飞说，下一步，该县将通过深入

推进婚俗改革试点工作，集中开展移风易俗、

树文明新风、简约婚礼进万家等活动，让更多

的人参与进来，践行移风易俗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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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丰县赵庄镇袁庄村，村

中央的“乡村大食堂”见证了村

里不少新人的婚宴。“乡村大食

堂”是一间干净整洁的活动板

房，室内空间600多平方米，可以

轻松摆下30余桌宴席。

“以前村里新人结婚，有的

去镇上摆席待客，有的甚至租车

去县城待客，方不方便另说，主要

是有些铺张浪费，还容易引起攀

比。”袁庄村党支部书记岳仁伟

说，自从去年村里建成了“乡村大

食堂”，不少新人选择在家门口办

婚宴。他算了一笔账，新人在“乡

村大食堂”办婚宴，只需提前预定

时间，桌椅、场地免费，需要花钱

的地方就是买菜、请厨师，亲戚

邻居还会主动帮忙打下手，费用

比去酒店能省下约一半。此外，

大家在互相帮忙中还能促进邻

里感情，婚礼也更加热闹。

今年 5 月，“90 后”小袁和妻

子在“乡村大食堂”摆了结婚酒

席。“这比去县城办酒席要方便、

红火得多。”在小袁看来，在村里

办婚宴成本低、菜式丰富，年过

八旬的祖辈也能慢悠悠地走过

来吃席。

据宝丰县民政局分管同志

郭耀辉介绍，除了袁庄村外，观

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回龙

庙村的“乡村大食堂”也已建好

投用，“我们以‘乡村大食堂’为

阵地，用实际行动营造勤俭节约

的婚俗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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