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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聚焦

随着单身青年的数
量越来越多，我们又该
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呢？

袁珂表示，对于有
结婚意愿的单身青年而
言，举办高质量的联谊
活动，将有助于解决这
类问题。据介绍，此前，
团市委就组织了数场以
交友为目的的联谊活
动，以轻松愉悦的方式，
帮助参与者拓展交际
圈。“实际操作中，效果
也是很不错的。”袁珂介
绍道，通过邀请各方面
条件相类似的男、女嘉
宾共同参与，该类活动
的交友成功率达到25%
左右。

此外，对于大多数
单身青年及其父母而
言，婚恋观的差异，是社
会形态与经济发展所带
来的的客观事实；要抹
平两代人间的观念差
异，无疑是十分困难
的。但是，在充分的沟
通与交流之下，焦虑、担
忧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
被逐步消解。或许家长
少一些攀比，少一些焦
虑，少一分催婚的举动；
孩子少一分烦躁、少一
分不耐烦，通过理性的
沟通、对话将有助于解
决类似的问题。

组织交友活动
增加亲子交流
沟通化解代沟

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难点

“催婚”声声绕耳畔 单身男女迎“挑战”

我的另一半，你到底在哪里？

春节临近，游子归家，阖家团
圆；本是其乐融融的美好假日，部分
单身青年又将踏入一年一度“催婚
季”。父母心急频频催促、亲戚朋友
在旁施压，让单身青年们不堪其扰，
进一步增加心理负担。

儿女苦恼、家长担忧，催婚成为
影响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问题成
因在哪？应该如何解决？本期《民
生新观察》聚焦催婚问题，邀请家长
代表、青年代表及团市委代表共同
做客演播室，抒发各方看法，表明各
方态度，探讨解决办法。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甘丰恺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对于父母的催婚，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现场嘉宾教你妙招。

近年来，催婚似乎已
成为了社会中一种普遍
现象。不少父母殷切期
盼着自己的孩子能早日
完成婚姻大事，并在语言
上、行动中做出各种催促
行为——在日常生活之
中，家长发微信、发短信，
催促单身孩子找对象、早
结婚成为常态；在节日团
圆之际，领着儿女串门、
鼓励亲戚说媒成为家庭
的一项重要工作。

“孩子都30岁了，婚
房都给买好了，但就是没
有对象，更别说结婚了！”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一位
正为孩子婚嫁问题发愁
的阿姨，她对于孩子的单
身、未婚的境况感到十分
着急。事实上，有同样烦
恼的家长不在少数，他们
对于孩子常年单身或久
久未婚的情况，感到十分
担忧和着急，因此不得不
开始“催婚”。

儿女“脱单”告急

家长日渐着急

“结婚不仅是传宗接
代的大事，也是幸福生活
的基础。不结婚，不生育，
以后老了谁来照顾你呢？”
一位单身青年的家长对记
者说道。此外，还有的家

长表示，如果孩子趁年轻
生育，身体能较好、较快地
恢复，降低生育带来的风
险；与此同时，自己还能帮
助照顾孙子、孙女，是一件
两全其美的事情。

“催婚现象的背后，折射出部
分青年在婚恋观上，与老一辈已
经存在较大的差异。”家长代表张
静霞表示，这可能是导致催婚现
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矛盾的重要
因素。

“老一辈人都觉得结婚很重
要，结婚生子、后继有人是对自己
的一种保障。”张静霞表示，只有
在结婚之后，人们能在自己累了
的时候有人倾诉、老了的时候有
人照顾。因此，结婚不是单纯的
建立关系，更是对于自己未来生
活的保障。当“不结婚”与“没保
障”划上等号的时候，父母的关爱
之情就会逐渐变成焦虑，进而演
变成“不结婚”等于“不负责任”的
指责。

“然而，这代适龄年轻人都成
长在思想自由、物质丰裕的环境
中，很容易认为结婚不过是种形
式而已。”张静霞分析道，在婚姻
行为中，年轻人往往不太重视在
生活保障方面的意义，更在乎是
否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取
向；“遇到对的人才结婚”这一想
法已成为年轻人的主流观点。

为此，林景静补充道：“在家长
们的眼里，这样的想法就是所谓的

‘要求太高’；其实不然，年轻人的
价值观，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
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我们（晚
辈）考虑结婚的时候，更多地从自
己的角度进行考虑，确保遇到对的
人之前不结婚，这反而是对婚姻的
尊重，对自己的爱护。”

婚恋观存在差异

父母关爱逐渐变成焦虑

“别人家的孩子都结婚了，自
己的孩子却还没有着落，这真是让
人‘脸上无光’。”林景静表示，正是
家长之间的攀比心理，导致了催婚
现象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然而，
家长们往往更关心是否已结婚这
个结果，却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们为
什么不结婚，以及结婚之后的生活
该如何安排。”林景静说道。

对此，团市委组织部部长袁
珂表示，根据团市委此前调查显
示，大部分未婚青年不恋爱、不结
婚的原因，集中在工作太忙、圈子
太小等几个方面。而这背后，是
社会形态变化带来的影响。事实
上，随着经济发展的进行，社会生

存压力的增大，结婚之后共同生
活所需要的时间成本、财富成本
以及生育之后的一系列付出，会
成为现代青年所忌讳的生存负
担。

“然而，这方面的沟通通常是
比较少的——孩子们在外打拼生
活，却甚少与家里联系、沟通，难
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婚恋观；父
母不知道你的实际状况，就很容
易陷入主观臆断的陷进，继续进
行着高压的催婚。”袁珂表示，正
因如此，沟通交流过少、信息获取
困难，往往会造成孩子抱怨家长
不体谅、家长抱怨孩子不懂事，进
而造成更大的家庭矛盾。

孩子与父母沟通不足

攀比心理引致矛盾

现象直击 成因分析 教你几招

然而，与焦虑的家长
相比，单身青年们对于结
婚一事，普遍表现出较为
平淡的态度。记者在珠
海街头采访了多位单身
青年，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曾受到父母的催婚，印证
了该现象的普遍存在。
然而，与此同时，受访者
们也纷纷表示，催婚会带
来一定的心理负担，为此
大部分人还曾经与父母
发生过矛盾，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家庭的不和谐。
“开始催婚后总是给

我施加压力，为此我跟父
母还闹了好几次矛盾。”未
婚青年林景静向记者介绍
了她的“被催史”——自从
过了28岁生日，她的父母
便开始频频催促，让她颇
感心累。“难道结婚生子就
是人这一生唯一的、必须
完成的任务和目标吗？”林
景静的疑惑，也说出了众
多被催婚青年的心声。

催婚，究竟在“催”什么？
父母观点：不结婚老了谁来照顾你？

儿女观点：结婚难道是一生唯一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