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和万事兴。去年，我市
已通过政府购买婚姻家庭辅导
服务形式开展试点，正逐步建
立全市婚姻家庭辅导服务长效
机制。

今年，海曙民政推出公益创
投项目，宁静港湾成功认领“激
活家庭细胞、温润社区治理”项
目，目前在紫薇小区试点。

将婚姻家庭辅导延伸至社
区，通过采用内容丰富、形式
多 样 、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
不断扩大覆盖面，探索搭建多
层次、广覆盖、便捷化的婚姻
家庭辅导服务平台，在社会组
织专业力量看来，能有效地为

“幸福护航”。
“社区卧虎藏龙，我们在盘

点资源时，发现小区里有好几对
金婚老人，便结合七夕等节日，
邀请老人和居民分享‘幸福密

码’，这些都以家庭故事
的 形 式 呈 现 出

来，很接地气。”罗红媛说，在开
展服务的同时，社区婚姻家庭自治
组织也开始“孵化”，实施自我培
育、自我成长，助力和谐家庭，共
建和谐社区。

在紫薇小区，“隔代抚养”现
象比较普遍，宁静港湾在需求调查
中，居民代表提出能否以此切入探
讨如何打造良好家庭生态，婚姻家
庭咨询师组建微信群，线上线下开
展“家庭读书会”，在读书沙龙中
分享心得、碰撞观点、传授技巧。
最近，两代人正围绕“非暴力沟
通”这一能使人情意相通、和谐相
处的沟通方式展开学习、探讨。

有温度、有力量，婚姻家庭辅
导服务正走入甬上百姓家，被市民
所接受。而这项服务，需要更多的
社会力量加入。目前，宁波这类的
专业社会组织还非常有限。

“希望这样的专业组织、专业
服务能更多些，也期待服务能更
加 持 久 。” 采 访 中 ， 不 少 市 民 表
示。业内人士认为，还需进一步
加强婚姻家庭辅导志愿者的专业

化程度，提升服务能力，助
力打造更多的“幸

福家庭”。

建设美满幸福家庭
还有很多可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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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联合编制的 《“十四五”

民 政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
中，明确要求加强

婚 前 指 导 、
婚 前 保

健、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
减少婚姻家庭纠纷。推进婚前辅导教
育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婚姻家庭辅导
室 （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 在县级以
上婚姻登记机关覆盖率达到 80%。

《规 划》 还 提 到 ， 通 过 公 益 创
投、政策扶持、经费补贴、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和专业人才，面向社
区 开 展 家 庭 教 育 、 反 家 暴 教

育、恋爱婚姻家庭观念教
育 、 生 活 减 压 和 社 会

支持等预防性专业
服务。

（王佳 整理）

“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提到——

强化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做个通情达理的娘家人婆家人
我市探索两代人一起接受新婚辅导，为小两口幸福婚姻护航

制图 陈思佳

前不久，在海曙区婚姻登记处，新人小王和小戴领受了一场难忘的新婚仪

式，在双方父母的见证下，在颁证员的引领下，面对国旗宣誓，互相许下爱的誓

言。两代人还一同接受了新婚辅导。

新婚辅导，请家庭成员参与，在甬上还是件新鲜事。这背后，是对提高年轻

夫妇幸福指数的期许。

引导青年人崇尚“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美

德，树立“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责任至上、互敬互爱”的婚姻理念，正成为构

建新型婚育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婚姻关系中，人们习惯于把其他异性视作婚姻的第三者，其实，家人也

可能成为‘第三者’，甚至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婚姻。现实生活中，父母介入过多

而加速小夫妻婚姻破裂的情况不在少数。”海曙区婚姻登记处负责人说，为了提

升婚姻质量，增强家庭发展能力，他们联合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在婚姻

辅导中增加“家庭成员自愿共同参与”项目。

这件新鲜事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

考量？爱的路上，我们又能收

获什么？

婚姻将“风花雪月”落实到
“柴米油盐”，两个人难免有摩
擦。夫妻吵架，父母插手，便将
原本属于夫妻间的关系扩展到更
多甚至更复杂的关系中去，最终
小事也变成了大事。

这些年，在前往办理离婚申
请的小夫妻间，海曙区婚姻登记
处来自宁静港湾的婚姻家庭咨询
师在公益调解中发现，年轻夫
妇 ， 尤 其 是 “ 冲 动 型 ” 夫 妇 ，

“劝导”的成功率虽然高，可一
旦家长介入，情况就变得很复
杂，甚至毫无回旋余地。

就在前不久，一名女孩找
到他们，希望能帮她挽回这段
婚 姻 。 事 情 的 起 因 并 不 复 杂 ，
小两口婚前约好，男方每月工
资里的大头交给女方用于还房
贷，这天男方提出“既然还房
贷，不如直接在他这边扣除”，
女方认为结婚不到半年对方就

“失信”了，接着又牵出婚后的
一些生活事务分歧，小两口吵
了起来。

因新房装修，小两口与女方
父母暂住一屋檐下。丈母娘也加
入了“战团”，指责女婿，男方
一怒之下摔门而出。没想到的
是，气头上的女方一家，以及家
中长辈接连赶到男方父母家中。
一番争吵，惊动左邻右舍。

战 团 的 扩 大 ， 矛 盾 的 升
级，让这道裂痕越来越深，虽

然做了多番调解、补救，这
对小夫妻最终还是分

道扬镳。

“生活中，无论是婆媳关系，
还是翁婿关系，都是一种人际关
系 ， 凡 人 际 关 系 都 存 在 人 际 边
界，超越边界或过分疏离都会对
双方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婚姻家
庭咨询师袁立说，他目前调解的
一对夫妇，正因为父母“越界”、
管得太多，夫妻之间变得缺乏沟
通、矛盾纵生。

在宁静港湾婚姻家庭咨询师
们看来，年轻夫妇婚姻破裂，甚
至闪离，有个体原因，也有社会
原因。其中，个体对婚姻的意义
认识不足、心理准备不充分，是
重要的内在原因。而夫妻婚后与
原生家庭的关系过于紧密，小夫
妻很难真正认同婚姻是两人的共
同 体 ， 外 力 大 于 婚 姻 的 向 心 力 ，
也会对婚姻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这与年轻夫妇自身独立处理
问题的能力有关，与父母的介入
也有关。”婚姻家庭咨询师申红娟
说，有些父母，在子女结婚后不
仅依然照顾其日常起居，大包大
揽 ， 还 对 子 女 情 感 生 活 干 预 过
多，这样既不利于子女对婚姻责
任的承担、生活能力的提升，又
减少了小夫妻的独立空间，不利
于他们情感的交流沟通，遇到问
题双方容易造成隔阂，或寻求父
母的帮助，时间长了易导致婚姻
生活不和谐。

年轻夫妇身上承载着来自原生
家庭不同的生活经历、价值观念、
处事方式，他们对婚后诸事的争
执，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家族文化的
冲撞。正因如此，在新型婚育文化
与家庭文化的传播与培育中，已实

施常态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专
业力量，尝试着将两代

人一起纳入。

父母介入过深
小事酿成大事

幸福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问
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
婚姻。在海曙区婚姻登记处婚姻
家庭咨询师的专业调解下，今年
1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前往申请离
婚登记的 1268 对夫妇中，有近
20%的夫妻打开心结，打消了离
婚念头。

冰 冻 三 尺 ， 非 一 日 之 寒 。
更有不少夫妇因“元气大伤”，
最后还是东南雀飞。在民政部
门的支持下，宁静港湾婚姻家
庭服务中心将婚姻辅导关口前
移，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开展

“了解差异和冲突”“与姻亲关
系的处理”“依恋模式对婚姻的
影 响 ” 等 新 婚 辅 导 、 疑 问 解
答，或直击婚姻认知盲区，或
提升“婚姻免疫力”。

在新婚夫妇中，“婆媳有矛
盾”“老公是个‘妈宝男’”等
涉及两代人的困惑不少。“我们
收集相关话题，在年轻夫妇中展
开探讨，也开出了线上‘婆婆丈
母 娘 训 练 营 ’， 目 前 有 30 多 位

‘妈妈’在线，提供一对一服务
咨询。今年七夕颁证，我们将服
务‘搬到’线下，当天来的父母
虽然不多，但接受度很高。”宁
静港湾负责人罗红媛说。

读懂个中原因，处理事务可
能更得心应手。在一次

新 婚 辅 导 沙 龙
中，婚

姻家庭咨询师分别与新人、新人父
母分享了“婆媳矛盾的核心——家
庭控制权之争”等话题，让新人和
父母茅塞顿开。

“以前，丈夫抱怨他父母的不
是，我以为可就此获得丈夫同盟，

‘搭腔’了几句，反倒在之后的两
人争执中落下话柄。为什么会这
样，原先闹不明白，听了这场分
享，多了些了解和感悟，也能更智
慧地去处理和应对。”一位年轻女
士在交流中说。

引发“家庭控制权之争”的内
在情感需求，常常会被忽视。比如
一些身为婆婆的潜在担心，害怕失
去儿子对自己的关注和爱；又比
如 当 纳 入 一 个 更 大 的 家 族 系 统 ，
面对的不仅是与丈夫的调试、磨
合 ， 还 需 要 面 对 陌 生 的 家 族 文
化、条规及“权力再分配”的现
实，尤其在感到婆婆对家庭的控
制力会威胁到自己对丈夫的影响
力时，作为儿媳，同样会感到担
忧、恐惧，缺乏安全感。“读懂这
些情绪，我们在应对时就不会那
么懵懵懂懂、应接不暇。”一名刚
晋升为新郎的小伙子笑言，处于婆
媳矛盾中心的他也要学着独立，在
家庭中勇于承担责任，不缺位，不
失语。

“在线上线下的交流中，我们
看到了可以做预防的前瞻方向，也
看到了很多渴望拥抱幸福、愿意努
力的夫妇，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
长。”婚姻家庭咨询师强青说，虽

然 有 的 困 于 “ 早 先 模 式 ”，
改变起来有困难有

反 复 ， 但

身陷迷雾看不清
点拨学习正当时

总体是朝
着 积 极 的 良 性
方向前行。

有位常常下意识介入儿
子的婚姻生活、以自己能够提供
帮助的形式不断提醒儿子自己存
在的母亲，在咨询沟通后，已试
着去信任孩子，适应孩子的独
立，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经营
婚姻生活，在孩子需要时再给予

帮助和
支持，同时也
努力经营自己的生
活，丰富自己的闲暇时光。

记者 王 佳 通讯员 杨真真 应航琪

照片由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提供

▲紫薇小区家庭沙龙，居民们在
“幸福故事”分享中收获成长。 ▶婆婆丈母娘

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