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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零彩礼”背后的乡风文明（人民时评） 

 

王石川 

《 人民日报 》（ 2018 年 03 月 26 日   05 版） 

 

  除了善于激发深蕴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量，还应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 

 “我嫁的是爱情，我要的是能陪我一生的爱人”“婚姻应

建立在爱情基础上，金钱买不到真正的幸福”。近日，河南

永城王集镇 10 对新人集中举办“零彩礼”婚礼。仪式上新

人代表的发言，道出了爱情与婚姻的真谛，引人思考。 

  适龄男女，两情相悦，一堂缔约，良缘永结。这种美好

如果因天价彩礼而被打碎，多么可悲可叹。前不久，一位在

安徽六安打工的年轻小伙，就因给不起女友家索要的 30 万

元彩礼，一时想不开而割腕自杀。现实中，因彩礼问题致贫、

返贫的案例，并不鲜见。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也高度关

注这一话题，纷纷建言“铲除高价彩礼的生存土壤”“让年

轻人树立正确的三观”。 

  在古代，婚有六礼，其一为纳彩。合理的彩礼是一种仪

式化交流，有利于情感表达，但天价彩礼则将婚姻明码标价，

批注 [A1]: 乡风文明既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关，又与乡村振兴有关，是

申论和面试喜欢考的热点问题，大家

可以做好相关材料的积累。 

批注 [A2]: 道德力量、教育引导、实

践养成、制度保障都是我们很好的处

理乡风问题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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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激起攀比心理，败坏社会风气。“将娶妇，先问资装之

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这样的做法，曾被古人

讥为“贪鄙”。男婚女嫁，如果一方盯着彩礼、一方盯着嫁

妆，难免违背良俗、扭曲人心。这种物化了的婚姻，也将埋

下重重隐患。 

  应当看到，尽管天价彩礼现象在城乡都存在，但乡村无

疑是“重灾区”。高额的彩礼，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也败

坏着民风民俗。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风文

明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强调“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要求“开

展移风易俗行动”。新时代要有新气象，亟待人们摒弃陈规

陋俗，在乡村弘扬时代新风。 

  移风易俗殊为不易，更无法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近年

来，一些地方纷纷发文限制天价彩礼，但效果不彰。事实证

明，单靠一纸禁令，难以改变传统心理或激活当事人的道德

自觉。因此，除了善于激发深蕴于乡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力

量，还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创新中做好教育引导、实

践养成、制度保障。例如，有的地方为参加“零彩礼”婚礼

的新人送去富有含金量的礼包，在就业、创业方面提供支持

和帮助，就极具参考意义。 

  天价彩礼现象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一些人索要高额彩

礼，也往往有现实根源。比如，一些地方仍然盛行“嫁女养

批注 [A3]: 如果真正考到彩礼问题，

用这句话引入非常好。 

批注 [A4]: 这句话属于加分项！ 

批注 [A5]: 这句话要背熟，凡是涉及

乡村文明的都可以用！ 

批注 [A6]: 分析一纸禁令等行政手段

的问题，面试中可以这样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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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观念。曾有全国政协委员调查发现，随着农村生育率下

降，“嫁女养老”在抬头。有的农民缺乏稳定经济来源，对

未来没有确定感，便把嫁女作为脱离贫困的手段。此外，一

些地区适婚年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也是导致天价彩礼频现

的重要因素。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提醒有关部门在乡村推

出更有针对性、更全面的政策措施，从扶贫、养老、生育等

方面多想办法、加以引导，从而切实解决难题。 

  “同心掬得满庭芳，文明花开满园春”。家风连着社风，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

会文明。除旧布新、移风易俗，让天价彩礼失去市场，让健

康婚俗蔚然成风，乡风文明必将照亮更多人心。 

批注 [A7]: 具体的举措可以自己进行

扩充！ 

批注 [A8]: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乡风文明的题目中都可以用，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