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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市两会期间，宁波市共
青团青联界别的政协委员们用一
组数据来解读当前宁波大龄青年
婚恋现状。

调查显示，我市青年结婚平
均年龄为男性 31.9 岁、女性 30
岁，其中初婚年龄为男性 28.2
岁、女性26.5岁。纵观全市，男
性初婚年龄前二位分别为象山县
的29.5岁、宁海县的29.2岁；女性
初婚年龄前二位分别为高新区的
27.5岁，东钱湖的 27 岁。此外余
姚、慈溪总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
26.7岁和26.6岁。总体上，我市
青年初婚年龄呈现大龄化。

在行业人群分布上，高层次
女性人才、重工业中外来务工男
性单身比例较高，出现明显“甲
女丁男”现象。

这份调查还关注了大龄青年
的婚恋观念，结果显示部分大龄
青年婚恋观念出现大幅变化。调
研发现，我市部分大龄青年，相

对自由主义的恋爱观极大消解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
价值观，使年龄对婚姻的推动力
减弱。

政协委员们在对243名大龄
青年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择偶观
上，宁波青年最看重的是人品，
其次是感情和能力，但是对学
历、职业、住房、收入等现实因
素的考虑有所加强。在婚姻价值
观上，只有两成受访青年认为婚
姻是生活必需，多数青年持“宁
缺毋滥”的态度。

据统计，受访者中有 35.8%
表示“找不到满意对象宁愿单
身”，有 53%认为“高房价、高
物价”是造成自己单身的重要原
因，有42.8%表示“不懂得如何
和异性交往”，有30.8%青年则表
示 “ 一 定 会 进 行 婚 前 财 产 公
证”。整体看，宁波市大龄青年
群体进入婚姻的态度更加谨慎，
结婚的原动力不足。

数读宁波大龄青年婚恋现状

今年市两会期间，我市青年的婚恋问题受到政协委
员们的热切关注。

曾几何时，原本天经地义的男婚女嫁，似乎正变成
一道难题，有的甚至没有“冲进去”的勇气和渴望，而
更多的则继续在为“脱单”苦苦努力。

是渠道少吗？是联系方式不便捷吗？究竟是什么原
因，加大了这个“困局”？

成立于 2013 年的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一直
致力于公益婚恋服务；近些年，中心整合海曙区婚姻家
庭领域的公益服务机构、志愿力量和民间组织，推出

“婚恋、婚嫁、婚姻”一站式服务。在这样一个平台，单
身青年来来去去，寻寻觅觅，有的牵手热恋，有的喜结
良缘，也有的始终进不了状态、单身依旧。

近日，记者走进这个平台，采访公益红娘、婚姻家
庭咨询师，听听他们的所思所想。

孔红蕾，海曙公益红娘联盟负
责人之一，专职做公益红娘 5 年
了，牵线中与大龄青年深交，发现
有些人被“耽搁”是因为父母和他
们的期许存在差异。

“比如有些父母更看重孩子的
另一半有较好的经济实力，而孩子
将外表、气质作为第一‘决定项’，
导致父母介绍的，孩子‘不来电’；孩
子相中的，父母不满意。其间，横生
枝节，更有甚者，‘上马’干涉，结
果，找不好、定不了，年龄一年年

拖大。”孔红蕾说。
“怕儿娶错妻，忧女嫁错郎。可怜

天下父母心。”公益红娘王萌感叹，也
许是因为看多了年轻一代的婚变，不
少父母开始进一步放大自己对子女
的那种“自说自话式的支配”。他们从
儿女小时候支配他们怎么处事，怎么
学习，怎么工作，进而开始支配儿女
怎么婚嫁。而这种错误的支配正成为
青年人婚恋的一大“杀手”。

“这还与当下的一个恋爱误区
有关。”红娘们说，在一些未婚男女

以及父母们看来，婚姻的幸福快乐
和谐，似乎基于是不是“找”到了“成
品好男人”或“成品好女人”。

红娘们认为，年轻的成品好男
人、理想中的成品好女人不是没有，
但能够拥有的概率就像买张２元钱
的彩票想中个百万元千万元的大奖
一样。

“恋爱，其实找‘基本适用的原
材料’便可，抓住主要的、关键的，然
后，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辛劳和情感
来打造。”红娘们对此这样认为。

不得不说，现在确实有单身者
在要求对方的同时，往往不正视自
己的缺陷与不足，潜意识里是想从
对方身上挖掘优点和长处，弥补自
己的不足。这只会让恋爱碰壁。

“恋爱是在实践中成长的。现
实中，总有人重结果，对过程缺少
应有的耐性，不尊重恋爱需要时
间、精力等投入与磨合这一自然规
律。‘现实效益最大化’等类同于
市场经济的方法、手段与理念，是
恋爱之大忌。”红娘们直言。

在原生家庭“被爱” 在恋爱路上“受阻”

“我没有排斥大家给我介绍对
象，但我真的不着急，也许我需要的
是一个时机，啥时候心态成熟了，时
间充裕了，顺其自然我就结婚了。”

“结婚真的不该是一件凑合的
事情，要我对付着找一个人过日
子，我做不到。”

“两个人总有争吵和摩擦，对比
起来，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很轻松自
在。况且，我平常工作很忙，而结婚
意味着我的生活里又需要肩负起更
多重任，我恐怕暂时还承受不来。”

⋯⋯
催婚的当下，经常能听到这样

的说辞，在宁静港湾婚姻咨询师林
祯看来，要看到这些青年人对婚姻
说“NO”的背后，他们的困扰、
他们的渴望。

当然，情感交流，需要先付
出，才能有所收获，恋爱概莫能
外。“年轻人在原生家庭中得到的
多是接受型的爱，难免养成以自我
为中心的相处习惯。”林祯说，想
要恋爱，这个模式必须学着打破。
如果打不破，那么，双方约会时一
个小小的不小心、不周到，都会让
爱的感觉在瞬间扼杀。

更重要的是，“我是个什么样

的人？我要找怎样的人，组建怎样
的家庭？别看简单几句话，能看出
一个人持有怎样的爱情价值观，找
对象的心态是否成熟。”林祯说，
这也是目前很多来咨询的单身青年
的盲点。“其实，婚恋需要学习、
需要成长。”

“感觉有些相亲就像在市场上
做交易，双方分别讲讲自己有什
么，比较一下，如果条件对等，那
就互相交换。”这是一位厌倦了相
亲的大龄青年给出的理由。

在 婚 姻 咨 询 师 看 来 ， 倘 若
“ 相 ” 这 些 ， 只 会 给 婚 姻 埋 下 隐

患。其实，更应该“相”“软性”
因素，比如对方碰到亲朋间争执、
事业遭遇瓶颈等，回应多为“内归
因”还是“外归因”，也就是说，
是会向“自己开刀”，还是一味归
咎别人，归咎环境。

“类似这些很重要，为什么？
问问身边的‘围城中人’，他们都
懂。”为了提升单身青年的情感认
知，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今
年正打算推出相关的公益项目，帮
助青年人“发掘”自己的真实想
法，更好地认识自己，以期在未来
的婚恋路上走得顺畅些。

情感认知懵懂 婚恋辅导确有必要

“想找个合心合意的人咋这么
难 ？” 不 少 单 身 青 年 在 感 叹 的 同
时，也不时“鼓励”自己，生活要
继续，相亲也要继续。

事实上，因为工作忙、压力大，
空闲时间少，即使有社交圈，多半也
是闭环式的，结识另一半很多时候
还是靠“牵线”，不管是同龄人，还是

长辈、左邻右舍，形式不管是组团活
动，还是单人聚会。

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自己想要
的另一半呢？

首先，要锻造良好的“内循
环 ”。 通 俗 地 讲 ， 在 寻 找 另 一 半
前，先“检视”一下自己快不快
乐，对自己满不满意。“内循环”
良好者，在寻找另一半时，不会
下 意 识 地 将 “ 目 标 ” 定 为 “ 弥
补”自身不足的“能量体”，更不
会将自己当成藤蔓，依附于另一
半 。 有 人 说 ， 如 果 对 方 是 一 棵
树，你也必须是一棵树，这样跟
他 （她） 相识相爱，才是对等的，
不离不弃的。

其次，相亲若要成功，先得给
自己做个心理建设：爱上一个有缺
点的人，才是真正懂得恋爱，世上
本无完美的人。不要一次就判对方

“出局”，细节很多时候也暗藏着
“偶发因素”。从心理学上看，一方
重复三次以上的事情，才会显出一
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一面。

再者，应多关注一些“软性”
条件。比如对方面对负面事件时的
情绪反应，在面对矛盾、挫折时能
否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人
内心素质、修养习惯的集中体现。

此外，一个人与异性的互动，往
往带有原生家庭的影子，婚姻咨询
师建议，为人父母者，不妨回头看
看，自己的婚姻有没有给孩子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以及一直以来对
孩子的教养方式有没有偏差。

与其“越位”帮助，横加“包办”，
不如在家给孩子营造一个温暖的环
境，改善与孩子的亲情关系，接纳孩
子，当孩子的倾听者，让孩子慢慢了
解自己，清楚自己的内在需要，总结
原来亲密关系中的一些经验，重新
出发，勇敢寻爱。

完善自我学会包容 幸福自会水到渠成

“有对象了吗”“打算什么时
候 结 婚 ” …… 长 辈 们 的 “ 关
心”，在不少年轻人看来，犹如

“重负”。
不得不说，儿女婚嫁，一些

父母之所以会“越位”，帮助斟
酌，施加压力，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孩子的一举一动并没有传递坚
定、有主见的信息，让他们放心
不下，对孩子是否具备独立生活
的能力表示质疑，担心孩子承担
不了自己将来的生活。

年龄与成年，不一定成正
比。一个人是不是进入成年期，
标准只有一个：愿不愿意、能不

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现实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样

的场景：单身男女在择偶、恋爱
时，一方面纠结于父母对自己的
控制，另一方面又无力承担责
任，经常受家人、他人的影响，
左右摇摆。一旦碰壁，往往把

“球”踢给家人，尤其是父母。
如果想让父母“放手”，有

必要让父母看到、听到，同时
确认：在终身大事上，在未来
生活中，你很清楚自己需要什
么，你正在努力寻求属于自己
的幸福，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
担结果。

想让父母“放手”
需要自己为选择负责

青年人的婚恋路青年人的婚恋路
如何能走得顺些如何能走得顺些

其实，结婚这件“私事”一
直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事”。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
2025）》中，对做好青年婚恋工
作提出了明确目标。共青团中
央、民政部、卫健委等据此联合
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
恋工作的指导意见》。

今年市两会期间，宁波市政协
共青团青联界别委员们提出：要健
全社会支持体系，建议从营造“亲
青恋·爱宁波”的文明风尚、培育一
批公益性婚恋服务项目、拓展线上
线下服务平台和促进青年婚恋服
务行业规范发展等方面着手，来关
心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

近些年，宁波陆续有社会组
织、专业团队，依托公益创投项
目资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
开展“婚姻学堂”、婚恋辅导等
公益服务。

未来需要更多的专业力量加
入。目前，宁波这类的专业社会
组织还非常有限，从事婚姻家庭
辅导的志愿者也为数不多。

“希望专业组织、专业服务
能更多些，期待服务能更加持
久。”市民们有期待，社会组织
也有期待，希望能得到更精准的
扶持，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共
同打造“幸福家园”。

此外，社会应该倡导新的婚
俗文化，摈弃婚庆攀比风，为年
轻人结婚“减负”。

去年，我市正式启动婚俗改
革，倡导文明节俭新风。“颁证
婚礼”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改
变原本填表、盖章、领证的婚姻
登记，将结婚仪式搬进了颁证
厅，增强仪式感；不断创新方法
和载体，建立特邀颁证师制度、
签订节俭办婚事的承诺书等，传
承优秀家风、倡导新风尚。

来自各界的关注和应对
营造环境助力青年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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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青年相亲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