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了14年离婚登记的陈惠燕
不当局外人，怜惜每一段婚姻

开栏语：

结婚、离婚，
都是人生中的大
事。在宁波各县
（市）区的婚姻登
记处基层一线，
涌现着一群为民
服务的优秀婚姻
登记员。他们心
系群众，用耐心、
细心、诚心、热心
和关心，把一个
个婚姻登记处打
造成了民政局贴
近老百姓的最明
亮温暖的窗口。

从 2004 年
象山县集中统
一办理婚姻登
记以来，她就一
直在一线为群
众办理离婚登
记。都说看多
了别人的分离，
难免会沉淀“负
能量”，记者了
解到，市内不少
婚姻登记处都
实行了结婚、离
婚 登 记 的“ 轮
岗”制度，但在
象山县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陈
惠燕在离婚登
记岗位上一干
就是14年。

“我是2004年到这里的，记忆里很清
楚，那半年办理的离婚只有248对，但到
了10多年后的今天，离婚的人数是几乎攀
升了近4倍啊。”陈惠燕见到记者，忍不住
感慨这些年婚姻登记上的“变迁”。

“以前是因为人手不够，我又是婚登
处的负责人，面对重担，当然应该主动挑
起来。”陈惠燕有些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
后来这么多年干下来，她也从人家口里的

“大姐”变成了“阿姨”，年龄大些，做离婚
劝导的时候看起来更靠谱，离婚当事人更
愿意跟她讲几句心里话。

在总人口54万的象山县，离婚率相对
宁波其他县市区反倒略高一些。数据显
示，近年来象山县每年办理的结婚登记大

约在4200对左右，离婚则平均每年2100
对左右，结离比为3：1。

陈惠燕说，结婚的人数这些年有逐年
走低的趋势。象山结婚最多的一年有6100
对，而2015年为最低，只有不到4000对。
截至今年6月30日，上半年来办理登记结
婚的只有1825对，极有可能创下新低。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结婚的主力人群也
基本是出生在1989年到1994年的年轻
人，适婚人口基数较以往减少较多。”

象山的离婚为何较其他地区更为“凶
猛”？陈惠燕分析说，这其中很大部分原
因是近年来象山经济滑坡比较厉害，而象
山人的投资理财观念又较为超前，牵涉进
不少民间借贷，导致家庭破裂，夫妻分手。

在离婚登记一线干了14年，帮助劝
导了无数对离婚夫妻，陈惠燕早已练就一
副“火眼金睛”。一男一女走进离婚登记
室，他们争吵或是冷静，两人的一个眼神
或是一句话语，陈惠燕只要在旁边静静

“察言观色”两三分钟，一般就能猜中七八
分。

“如果是冲动离婚，我们介入一般还
是有效果的。”陈惠燕说，此外还有一些是
夫妻一方感情出轨的过错型，挽回概率就
不太高。他们多是80后年轻人，都有独
立个性，有时还会回顶工作人员几句“我
们不像你们，婚姻也可以修修补补过下
去，现在我们要过自己的日子了”，让人啼
笑皆非。

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妻，如果走到离
婚这一步，很多已经是冷静之后的决定。
子女长大了，以前吵吵闹闹的家庭回归平
静，双方再审视过去的生活，发现已形同
陌路。陈惠燕说，这类夫妻的劝和概率也
不高，“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追求婚
姻质量，愿意为孩子或另一方牺牲个性而

保全家庭的越来越少了。”
办离婚、做劝导，这是热脸贴冷屁股

的事儿。但陈惠燕说，干了这工作，再冷，
也得贴。

“不能当自己是局外人，而要陪着他
们一起感同身受，怜惜每一段婚姻，说出
来的话人家才肯听。”陈惠燕早前在乡镇
从事妇女工作，在她看来，婚姻登记工作，
也一样是倾听别人的家长里短。

走到离婚这一步，很多夫妻感情早已
破裂，在办理登记时并不会有好脸色。“如
果打不开话匣子，我会让他们先把表格填
起来，再慢慢等待时机聊聊天。”陈惠燕
说，等到一切手续完备，最后一个签名的
时候，她一定会放慢节奏，再三询问当事
人：要不要再考虑下，反正这里明天后天
都可以办理，但这个名字签下去就不一样
了。“如果他们双方态度有缓和，或是怒气
慢慢消了，签字的笔停顿了，说明前面的
工作都是有用的。”这时候，她会邀请当事
人到另一个房间，接受婚姻家庭辅导员的
离婚劝导公益服务。

感情不和、性格不合、感情破
裂，这是办理离婚登记时最常见
的三大理由。事实上，在陈惠燕
看来，很多夫妻之所以走向分离，
都是因为沟通不畅，双方缺少足
够的理解和尊重。“没有了尊重，
就不会有体谅、包容和疼爱，这段
婚姻中的双方，是很难收获幸福
的。”

半个月前，一对20多岁的年
轻小夫妻前来离婚，咬定一句话，

“感情不和，这婚离定了”。陈惠
燕看女方沉默不语，男方于心不
忍的样子，当下确定了“攻坚方
向”。找准时机，她问女方：“小孩
几岁了，今天你们都出来，家里谁
带？”一般来说，只要肯开口回答
问题，意味着第一步成功了。

女方开始吐槽自己带孩子多
累，丈夫却忙于工作搭不上手，甚
至连一顿饭也没空回家吃。“其
实，问题主要是年轻的女孩子还
停留在少女心态，没能做好母亲、
妻子的角色转换。”经过一上午的
劝导，小夫妻解开了心结，开心地
牵着手回家去了。

离婚的印章盖下去，意味着
一对夫妻的分离，更是一个家庭
的破裂。14年来，陈惠燕分外慎
重地履行自己身上的行政职能。
正如她为自己取的微信名“聚散
依依”，相聚有时，分离有时。“不
管是再回来复婚，或是开始新的
婚姻，都应认真思考一下，前任指
责你的话语是否有一定道理。每
一对走出离婚登记室的夫妻，我
都会祝福他们前路走好，能从这
一段婚姻中学会成长，拥抱新的
生活。”

离婚人数14年间攀升了近4倍

不当局外人，怜惜每一段婚姻

离婚多数是因为
缺少尊重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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