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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春节变成“催婚节”，
返乡年轻人如何度过？

江面上隐约可以看到一只白色“精灵”跃出
水面。

“每逢佳节被催婚”，春节更是催婚“旺季”。
对于已在北京工作五年的陈先生来说，家
长催婚是每次回老家过年的“保留节目”。
“前两年担心疫情没回家过年，家里人催
婚还有点鞭长莫及。今年回家后，父母不
仅自己催，还发动各路亲戚轮番上阵，尤
其喜欢拉来已婚的同辈人，让其在饭桌上
‘言传身教’，‘结婚优点多多’的意思
很明显。”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的兔年春节，许多
年轻人返乡与家人团圆的同时，也多了面
对面被催婚的焦虑，春节成了不少年轻人
的“催婚节”。“过年期间的催婚压力是
最大的，我大年初二下午串亲戚，至少被‘提
点’了三次。”今年25岁的徐女士对记者说。
   春节期间，催婚话题已多次登上社交媒
体热搜榜，引起不少网友共鸣，比如“回
家几天就被催婚几天”，“以前过年朋友
圈都是抱怨亲戚问成绩，现在过年都是烦
恼长辈催婚”……长辈催婚方式花样迭出，
年轻人绞尽脑汁想反催婚妙招，双方各有
说不出的无奈。
  近年来，中国初婚人数连年下降。《中
国统计年鉴 2022》显示，2021 年中国初婚
( 即第一次结婚 ) 人数为 1157.8 万人，比
2020年减少70.8万人。在年龄上，根据《中
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 年中国平
均初婚年龄为 28.67 岁，比 2010 年的平均
初婚年龄 (24.89 岁 ) 推迟近 4岁。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特邀专家彭泽
说，当前，全球结婚率普遍呈持续下降趋势，
适婚人群的低结婚率与父母对子女的高结
婚期待形成明显对比。父母对子女婚恋的
期待，源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经验与文
化信念，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
恋观，促使父母对子女的婚恋有了较高期
望。“这与当代青年实际情况是有所差异的，
因此催婚就成为当前热门话题。”
   面对重重催婚，陈先生对记者表示，在
大城市工作生活压力不小，结婚成家还需
买房，然而家长能提供的帮助有限。“我
明白家长初衷肯定是为子女好，但结婚后
生活工作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家长可能
无法完全理解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压力，我
想晚两年再考虑结婚。”
   专家指出，不同于三、四线城市熟人社
会，大城市工作节奏快、社交圈窄、生活
成本高，以及年轻人如今选择伴侣愈加谨
慎，“脱单”成为不少人的共同难题。同时，
很多人通过自身努力在家庭之外实现了物
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给自足，加上包容
的社会观念和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在不
少年轻人眼中，婚姻成了选择题，而不是
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婚恋观念的代际差异，北京两高律
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法律专家张荆建
议子女不要让催婚话题成为雷区，“一点
就着”。在外的子女可以想办法让父母了
解自己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缩减两代
人之间对彼此生活状态的认知鸿沟。婚姻
归根结底是年轻人自己过日子，选择合适
的终身伴侣才是正确的婚姻观。
   自从徐女士大学毕业正式工作之后，家
人就陆续给她介绍对象，一开始她表现出
较强烈的抵触情绪，后来经过沟通，父母
就很少催婚。徐女士的妈妈说，她只是觉
得孩子到了适婚年龄可以考虑结婚，而不
是硬催，尽量站在女儿的角度多考虑。“不
是每条鱼都在一个海里，只要孩子幸福，
结婚或单身都没关系，尊重孩子的想法，
前提是她过得充实自在，心灵不孤单。”

    今天继续聚焦“总书记的牵挂”。
胡同、四合院，被称为北京的魂，
也是这座古城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保留胡同的特色，才能让城市留住
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过去，胡
同比较杂乱，居住环境也不太友好。
这十年来，北京开展了旧城保护整
治，2014 年和 2019 年新春佳节到
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分别走入北
京的雨儿胡同和草厂四条胡同考察
调研。他说：“我一直在想，咱们
老北京的胡同怎么办？”“怎么办”
的思考，事关城市治理的大课题，
彰显民生冷暖的大情怀，关系文脉
延续的大文章。几年时间过去，这
两个胡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69 岁的李长林从小就生活在紧
挨着南锣鼓巷的雨儿胡同。这片胡
同居住着几百户普通老百姓，曾经
是北京最典型的大杂院区。
   李长林家住的就是曾经的大杂
院。过去，因为历史原因，十多户
人都挤在这种小院里，一住几十年，
儿女大了不够住，家家户户就只能
自建房，院子里就越来越挤，居住
极为不便。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雨儿胡同考察。当听说有关部门
已经将这片大杂院区纳入了改造规
划，习近平总书记很高兴，他说，
老城区改造要回应不同愿望和要求，
把为群众办的实事办好。
   2015 年，包括雨儿在内的四条
胡同启动了改造计划，采用申请式
腾退的方式，给自愿腾退的居民们
换楼房。街坊邻居走的不少，但是
李长林故土难离，没有走。对像李
长林家这样申请留下的，政府提出
可以进行申请式改造。要不要改、
怎么改，全听居民的意见。
   北京东城区福祥社区党委书记兼
主任李德青：“一户一设计，一院
儿一个方案。我印象最深的 ( 一个
方案 ) 是改了将近 25、26 版。这个
过程中，拉近了我们跟居民之间的
距离，也让他们真正地体会到政府
在改造过程当中的决心。而且真是
为老百姓着想很多问题，真是让居
民在老胡同里面能过上现代生活。”
   李长林最想拥有的就是一个正规
的厨房和厕所。政府给李长林改造
了一个小卫生间，里面有喷头、电

热水器、通风口，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大杂院里做饭过去用煤，如今改造
提倡煤改电。但考虑到李长林家不
习惯用电磁炉炒菜，设计人员专门
为他的橱柜留出了放煤气罐的位置。
   屋里改造得很现代，但是屋外的
院落不能随意改。胡同、院落处处
蕴藏着老北京的历史文化。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
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综合办三
级主任科员卢涌：“改造初衷和背
景就是贯彻好总书记对老城更新改
造重要指示精神，要让居民不仅生
活上改善了，而且还要恢复古都风
韵、时代风貌。所以我们在改造过
程当中，特别注重要保护好胡同的
肌理、院落的归置格局和传统风貌。”
   仿古的地砖、灰瓦、红门都恢复
成了过去的原貌。冬天清冷，但一
到春夏，满院生机。
   从 2015 年开始，福祥、蓑衣、
雨儿、帽儿四条胡同开始修缮整治，
452 户居民申请腾退，四条胡同改
造完成。
   院子虽然进行了改造，但是家家
户户的房子依然不大，待客空间有
限。社区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求，
将一个腾退的院落打造成了专门的
居民活动空间。
   原来的大杂院变成了公共空间。
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里和亲朋好友们
畅谈，和街坊四邻议事，有专门的
阅读空间，周围还有不少文化活动。
现在的胡同生活既保留了老传统，
又有了新滋味儿。
   胡同是老北京的特色，是北京人
的乡愁。保留胡同特色，让城市留
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不仅
仅是政府的责任，也离不开居民们
的支持和参与。
   李彩仙住前门旁的草厂社区快
30 年了，街里街坊都叫她仙姐。
   北京东城区草厂社区居民李彩
仙：“其实我也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也爱管点事，街里街坊也就给我封
了一个官，叫小院议事厅厅长。”
小院议事厅是草厂社区的居民自治
组织，如今已经有 11 个年头了。
   李彩仙：“说是厅长，其实就是
张罗着邻居们坐一块，听听大家伙

心里的话，大家遇到什么难题或者
遇到什么事，咱们小院议事厅商量
商量。”
   2019 年春节前，草厂胡同的居
民们迎来了一件大喜事，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前门草厂胡同慰问，与居
民们一起过春节。
   让李彩仙最高兴的，是习近平总
书记专门来到了小院议事厅，和大
家亲切交谈。他指出，设立“小院
议事厅”，“居民的事居民议，居
民的事居民定”，有利于增强社区
居民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提高
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
水平。这给了李彩仙他们莫大的鼓
舞。这些年，小院议事厅扩大了议
事范围，更多地参与到了社区治理
和决策当中。
   胡同里道窄、空间小，停车一直
是个难题。这次议事商讨的是给胡
同里加装车棚的事儿。去年九月，
街道想像别的社区一样，给胡同里
安装车棚，解决自行车电动车乱停
乱放的问题，预选了八处地址，给
出了设计方案。但是一拿出来，就
被议事厅成员给否了六个。
   北京东城区草厂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李峥：“后来我一想，
别一成不变地看问题，我们可以先
成熟一处做一处，前期试试水。所
幸通过小院议事厅，我们没有自上
而下蛮干，有这个机制和平台，我
们收集了一些意见建议，是为了我
们工作做得更好，做到后期问题更
少，老百姓的投诉更少。”
   不仅是商议安装车棚，这些年，
通过小院议事厅的协商，胡同里增
加了夜灯，安装了扶手，增加了环
卫车，实施了垃圾分类。居民们越
来越踊跃地参与议事，实施居民自
治。
   从 2020年开始，东城区启动“美
丽院落”改造工程，帮助大杂院里
的居民们改造院落环境，提升居住
质量，恢复胡同风韵。春节后，朱
茂锦家也将迎来改造。
   居民的事居民议，居民的事居民
定，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胡同里的
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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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网友提供的一份拍摄的视频
显示，江面上隐约可以看到一只白
色“精灵”跃出水面，随即又潜入
水中，持续了数秒，船上的游客连
连惊叹。
   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近几年三都澳海域多次
出现白海豚游弋的身影，得益于政
府部门大力加大三都澳海上生态环
境的整治。“现在的水质明显变好，
这是吸引白海豚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华白海豚属于鲸类的海豚科，
是宽吻海豚及虎鲸的近亲，主要分
布于西太平洋、东印度洋，广布于
中国东南部沿海，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素有“水上大熊猫”之称。

福建三都水域现中华白海豚

图为中华白海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