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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满百，怎么样才不算虚度，对自

己有个交代？

年过半百的农民工郇政华选择了这样

一种方式：在工地上干了 30 多年搬砖、推

车、抹灰的体力活后，他拿起了儿女的高中

课本，参加高考，成了一名大学生。

“如果我能活 80 岁，那我拿出 3 年去圆

自己的一个梦，也不算过分。”他说。

他当然不算过分。作为丈夫、父亲的

他，在上学期间甚至隐瞒家人，以超过常人

的努力在工地上赚钱，支撑家庭。

“我这一辈子，就想考上大学。”长久以

来，郇政华心中都埋藏着这个梦。1987 年，

21 岁的郇政华高考落榜。长期营养不良，

让他在考试前夕，眼疾恶化，几近失明。

生活的困境让他当年没有选择自己人

生的条件。高考失利后，他进了建筑工地，

成了一名农民工。当一双儿女走进了大学

校园，他内心深处的梦想破土萌芽。2018

年，51 岁的郇政华又拿起了儿女的高中课

本，并在同年 8月成功被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录取。

今年，54 岁的“高龄”大学生郇政华毕

业以后，又回到了工地，干的还是和以前一

样的活儿——在多次投简历无果后，他再次

成为一名建筑工人。

看似回到了起点，其实一切都是新的开

始。在和工友合租的房间里，郇政华的床

上，平平展展地铺着蓝白色的床单，“这是学

校发的，全省的大学生都用这个。”他的语气

里透露出自豪。

这就是他现在生活的写照——他圆了

一个梦，即使生活还浸泡在汗水里，那也少

了一份遗憾。对眼下的生活，他淡淡然然，

并没有执着于大学给他带来怎样的改变。

高考，更多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对郇政华，我们不得不心生敬佩，更有

自愧弗如的感慨。每个人，都曾有这样那样

的梦想。时间慢慢过去，再回头看时，有多

少梦想实现了，又有多少曾经坚定不移的梦

想掉落在路上被遗忘？还会有多少人能有

郇政华那样的执着和勇气？

古 人 说 ，天 地 者 ，万 物 之 逆 旅 ；光 阴

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在

这如梦的人生中，究竟该不该那么认真地

过活？

郇政华入学后，有人评论他“浪费资源，

占用学位”。郇政华有点介意这个批评，“中

国这么多人，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大学？我

这是自己努力考的，高考谁都能参加，我也

一样。”

浮生若梦，郇政华在认真地过。在铺

天盖地的生活中，在密不透风的现实里，他

抓住了“不切实际”的梦想，到底没有让她

消逝在席卷一切的时间巨浪中。这，带给

了他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是啊，人生苦短，但却又最公平。古往

今来，有人感慨人生倏忽如一梦，也有人想

要向天再借五百年；有人慷慨激昂功业圆

满，也有人感叹流年白首蹉跎。郇政华不

是什么大人物，他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

为了微不足道的梦想实现而快乐。这样的

快乐，可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平凡的人们，人生可以很精彩，追梦

吧，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追梦吧，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打工前沿G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彭冰

“这么大屯子，嫁一次闺女一分钱彩礼

不要，面子上过不去！”

“我们东拼西凑才在城里首付买了房，

哪还拿得出钱！感情好，不比啥都强？”

临近“七夕”，老家吉林省某村屯的王丽

丽从城里回来订婚期时，却因双方父母在彩

礼方面产生分歧上火不已。

漫天要价的彩礼、铺张浪费的婚庆仪

式、形式低俗的婚闹……流行已久的不良民

间婚俗给打工者的婚恋带来很多无奈。对

此，国家相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婚俗改革工

作，目前多地正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

专家认为，婚俗改革不能一刀切，既要用巧

劲，也要有刚性约束和软性教育。

彩礼连年攀升，娶媳越来越难

“十几年前，家里有个三间瓦房，花个五

六万元彩礼，就能娶上媳妇，现在很多姑娘

都要求在城里买楼买车，彩礼也飙到了 20

多万元。”王丽丽说，“我们虽然都在城里打

工生活，但回村里办喜事还是得按村里的习

俗来”。

说起不良婚俗，最饱受诟病的就是不断

攀升的彩礼。“三斤二两”“一动不动”“万紫

千红一片绿”……各地彩礼名目繁多，且经

济越落后的山区反而彩礼价钱越高。

王丽丽隔壁村的徐强，家境普通，技校

毕业后进入长春一家工厂工作，每月工资不

到 4000元。在城里谈了女朋友后，徐强的父

母掏光家底付了新房首付，谈结婚时女方张

口就是 20万元彩礼。双方父母反复拉锯，最

后将彩礼降到 10万元，男方亲戚拼拼凑凑才

算办上婚礼。

因为彩礼问题谈不拢，王丽丽所在的村

里有好几对情侣感情告吹。不仅如此，因为

村里男多女少，还有不少姑娘进城打工后在

城里结婚安家，小伙子娶媳妇越来越难。

婚闹闹到无底线，不仅尴尬还可
能触犯法律

“公公婆婆化浓妆，大红唐装、大红脸

蛋，又唱又跳接媳妇，说不出的滑稽，虽说是

为了喜庆热闹，但场面确实挺尴尬。”前不

久，吉林姑娘杨洋嫁到西北某村，被当地的

婚俗吓到。

“即使在城里打工买房安家，婚娶仪式

还是要在农村老家按照传统方式办，接亲闹

婚房、交杯酒被换成酱油醋都是小儿科了，

为了热闹，有的人家还要搭戏台子。年轻人

肯定不喜欢，但拗不过村里的习俗。”刚在老

家办了婚礼的小伙杨宏说。

在山东，16 岁的高中生小丽(化名)和高

某应同学之邀，为其哥哥赵某的婚礼做伴

娘，十几名男子在“闹伴娘”时行为出格给她

身心带来重创。当地法院一审审结婚礼闹

伴娘过火致两女孩受辱一案，以强制猥亵妇

女罪各判处王某某、吴某有期徒刑三年，判

处王某、孙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判处

许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如今，跌破底线的婚闹现象已得到一定

程度遏制，但在部分农村地区，仍有不少低

俗的婚闹现象。参与婚闹的人多数抱有“只

是沿袭风俗而已”或“法不责众”的侥幸心

理，却未想到会闹出官司。

婚俗改革迫在眉睫，硬骨头如何
啃下来？

今年 4月，民政部发布消息，同意将河北

省河间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吉

林省永吉县等 15 个地区确认为全国婚俗改

革实验区，实验时间为期 3年。民政部要求，

上述实验区要围绕婚俗改革试点主题，大力

推进婚姻领域移风易俗，遏制婚俗不正之

风，为推进婚俗改革提供鲜活样板。

实际上，近年来，针对不良婚俗问题，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从 未 停 止 治 理 的 脚 步 。 如

2019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在乡村治理方面

特别指出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

风气进行治理。2019年 5月，民政部印发《关

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

出要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

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还有不少

地方尝试通过修订村规民约、设立道德评

议会、组建红白理事会等方式倡导文明新

婚俗。

“最近这些年彩礼价格攀升的原因包括

男女比例失调、城乡发展失衡、中国家庭代

际关系过于紧密等，这实际上是比较严峻的

社会问题，很多人对此深恶痛绝，希望国家

出台相关的政策制度来进行干预。”北京师

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董磊明说。

董磊明告诉记者，他认为天价彩礼、恶

俗婚闹是很难仅仅通过政策来进行遏制的，

其背后结构性的因素不找清楚，药方可能开

得不到位。只有真正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融

合发展、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女性资源

向外流动的幅度才会下降，进而才能真正减

少天价彩礼发生的根基。

“很多人觉得彩礼给得越多，代表男方

越看重女方，虽然不能说完全没道理，但也

得看家里实际条件，硬逼着对方举债借钱，

反而会对以后生活造成隔阂、埋下隐患。”王

丽丽告诉记者，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希望那些

强人所难的婚俗能改改，婚礼仪式也不用铺

张浪费，简单温馨就好，毕竟幸不幸福要看

未来的日子。

据悉，民政部确定改革试验区后，已有不

少地区开始行动，低彩礼、零彩礼已逐渐成为

改革“主旋律”。有专家称，婚俗改革不能一

刀切，需要久久为功，既要用巧劲，也要有刚

性约束和软性教育。革除陋习，关键要实事

求是、从实际出发，从改变观念开始，调动群

众的自发力量，让节俭适度成婚礼新时尚。

（应采访受访者要求，部分为化名）

虽在城里打工安家、却按农村传统办婚礼，高价彩礼负担重、婚庆仪式浪费多、

低俗婚闹很伤人，不少农民工呼吁——

这样的婚俗习惯该改改了！
阅 读 提 示

8月 14日是七夕节，不少农民工选择“七夕”前后回老家办婚礼。但漫天要价的彩礼、

铺张浪费的婚庆仪式、形式低俗的婚闹给打工者的婚恋带来很多无奈。对此，国家相关部

门开始进行婚俗改革试点工作。专家认为，婚俗改革不能一刀切，既要用巧劲，还要有刚

性约束和软性教育，让节俭适度成婚礼新时尚。

乡村少年乡村少年

圆了足球梦圆了足球梦

动态·纵深 2021年 8月 13日 星期五 5

责任编辑：甘晳

E-mail:grrbnmgzk@163.com

青海1.8万低保贫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范围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记者近日从青海省民政厅获悉，今

年以来，青海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救助帮扶，有

序推动低收入人口摸排和认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已摸排

低收入人口 108万人次，录入系统数据 97万人，开展家庭经济

状况核对 49.8 万人，完成认定 44.58 万人次，综合考虑家庭困

难类型、困难情形和受损程度，对 1.8万低保边缘和支出型贫

困人口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分类实施救助，提高托底救助

能力。

今年，青海先后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城乡低收入和支出型

贫困家庭认定及救助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明确

低收入人口范围、优化认定程序、落实救助政策、加强工作保

障提出了具体要求，推动全省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工作格局。截至目前，全省认定的 44.58 万人中，有城乡低

保对象 33.8万人，特困供养对象 1.68万人、低保边缘和支出型

贫困对象 9.1万人。

据介绍，青海将符合条件的低保边缘和支出型人口及时

纳入保障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加大摸

排力度，强化动态管理，发挥核对机制作用，精准掌握家庭成

员身体健康、收入、家庭财产、失业以及因病因学等情况，落实

好低保、特困供养和临时救助政策，足额发放补助资金。

重庆上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本报讯（记者黄仕强）近日，重庆市民政

局发布消息，为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确保困难群众生活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得到提高，经重庆市政府批准决定，从今年 9
月起，重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月 636 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月 515 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827元。

此次调标，城市低保标准达到重庆市上年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幅度，城乡低保标

准差距进一步缩小，其中，城市低保标准较上

年同期提高了 16元，同比增长 2.6%；农村低保

标准提高了 19元，同比增长 3.8%。特困人员

基本生活标准提高了21元，同比增长2.6%。

此次保障标准调整将惠及重庆市 86.63
万低保对象和 18.21万特困供养人员。

重庆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提高

低保标准应当遵循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

水平相一致，进一步落实低保的兜底功能，纳

入程序的公开、公正、透明等原则。此次标准

上调客观上说明重庆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居

民收入持续增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平

和质量，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确保

困难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此外，记者了解到，重庆还将儿童福利机

构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月 1477 元；社会散居孤儿（含艾滋病病毒感

染儿童）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1277
元。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 1225元。

专家认为，提高社会救助保障标准能够

提高全社会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对于扩

大消费也有一定效果，并且也有助于减少社

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8月 7日，孩子们在足球场上训练。暑假期间，在广西柳州市柳江区穿山镇高平村平地
屯，村民集资建成的乡村足球场成了孩子们欢乐的海洋。

2020 年，柳州市足球爱好者发起公益足球项目，平地屯成为该项目首批试点村屯之
一。从此，多名教练员轮流来到平地屯，对村里喜欢踢足球的孩子们进行系统指导和训
练。场地建成后，爱心企业还为球场捐赠了人工草坪、球门等，并向孩子们赠送了统一的运
动服。有了足球场，孩子们踢球更加方便了。在高平村平地屯，人们用汗水和爱心搭建起
平台，让乡村少年更加健康快乐地成长。 新华社发（黎寒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