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追评

A09
责编/高凯 曾嘉 审读/胡红亚 美编/许明

今锐评 2020年12月22日 星期二 广告

三江热议

晚报评论邮箱：nbwbplpl@163.com

“两头婚”作为新事物还得再看看
然玉

“多亏有了‘开放空间’居民议
事会，我们12户居民就加装电梯一
事很快达成共识。”眼看着电梯加装
工程就要动工，家住浙江宁波市海
曙区白云街道安丰社区的胡中华难
掩兴奋。“‘开放空间’吸纳民意、解
了难题，激发了基层社会治理活
力。”海曙区委书记褚孟形说。

12月21日《人民日报》

有首歌的歌词叫“说句心里
话”。一句“说句心里话”，说出了多少
人心中的感慨，说出了多少人生的真
谛，放在干群工作上，“说句心里话”则
让大家的心里都敞亮了。老百姓“说
心事”，干部们“解难题”；干部们“说心
事”，百姓们则“理解了”。“说说心里
话”，让干群之间的关系更近了，群众
没有了“烦心事”，干部们的“烦心事”
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在现实生活里，有的群众抱怨
说“干部不干事”，有的干部则抱怨
说“群众不理解”。其实，很多“干群
矛盾”不过是“伪命题”，本身不至于
是“矛盾”，只是缺少互动，缺少了互

动也就缺少了理解。因此，都在“各
说各话”。群众心里“有疙瘩”，干部
心里也“有困惑”。干群之间本应该
是鱼与水的关系，是“一家人”。而

“一家人”之间，就应该言无不尽，就
应该“有啥说啥”，话是开心钥匙，只
有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才能减
少误会，才能更加和谐，才能促进工
作开展。

基层干群之间需要一个良好互
动，宁波的“开放空间”居民议事会，
就起到了这样良好互动作用。干群
有什么疑惑，有什么困惑，有什么纠
结，有什么烦恼，聚在一起说一说，
老百姓的诉求得以满足，干部们的
烦恼也得以释放，两者之间也就更
能融合了。除了这种“面对面”的交
流，还需要多些“网上见”的沟通，比
如建立“干群交流群”“干群朋友圈”
等等，干部多添加“群众好友”，群众
也多添加“干部好友”，良好互动，是
干群和谐的载体。

百姓多些“说心事”，干部才能
少些“烦心事”，干群之间需要多些

“说说心里话”！

近年来，在江浙一带悄然兴起一
种新的婚姻形式——两头婚，这种婚
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
男入赘。小夫妻成家后依旧与双方
原生家庭保持一定“黏性”，通常各住
各家。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小孩，第
一个随父姓，由男方抚养为主，第二
个随母姓，由女方抚养为主。在两头
婚家庭里，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小
孩对爸爸妈妈的父母都叫爷爷奶奶。

12月21日《现代快报》

创新十足的“两头婚”，让不少网
友直呼大开眼界。在该话题引发全网
热议之后，不少江浙群众迅速出面澄
清勘误，强调原报道“并不完全准

确”。比如说，所谓“小夫妻各住各家”
之说，真相实则是“夫妻双方一起住在
男方家或女方家”，分居是不存在的！
尽管具体的细节表述存有争议，但是

“两头婚”大体还是确有其事的。此类
独特的婚姻形态，极具革新性、地域
性，作为社会自发实践的重要成果，本
身就是极有价值的观察样本。

众所周知，某地“婚姻”的形制，
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认知
等，天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头
婚”亦是如此。江浙地区民间较为富
裕，不少家庭都只有一个独生子女。
既然“舍不得女儿”又“养得起孙辈”，
女孩一方的原生家庭，在婚恋市场中
就变得很“刚”。在深度的、充分的博

弈之后，“两头婚”就成了一个妥协
的、均衡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
说，这与某些贫困山区，女子早早出
嫁的道理是一样的——婚姻形式，终
究是与经济社会关系相适配的。

当然了，“两头婚”绝不仅仅是双
方家庭经济PK后的产物，更是个体家
庭内部“利益交换”的结果。在这个过
程中，年轻人让出了一部分“自主决策
权”，来换取生活的舒适便利、轻松惬
意；而长辈们则是宁愿多花点钱、多出
些劳力，来实现儿女在侧、儿孙满堂的

“天伦之乐”。毋庸讳言，“两头婚”的
一个大概率后果就是，原生家庭的强
势、“小家庭”的弱势。这与“三口之
家”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原生家庭的兴起与“小家庭”的消
亡，是相伴相随的。年轻的小夫妻，不
得不牺牲掉一部分“自我决定命运的
权利”，来继续维持来自原生家庭的供
养与扶持。这一点，从“必须生两个孩
子”“两个孩子两个姓”之中，就可见一
斑。很难说，这是一件好事或者坏
事。毕竟，“两头婚”作为一个新事物，
其长远的影响，还未得到充分体现，还
需要时间去检验。但唯一确信的是，
婚姻说到底仍是当事人的个体事务，
家族因素、长辈意志过多裹挟其中，必
会增加扰动的变量。

当人们享受了“两头婚”的创新红
利，就必然要承受由此所衍生的不确
定性。之于此，该有心理预期才是。

百姓多些“说心事”
干部才能少些“烦心事”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