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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晏乡村嫁娶忙，农历正月正值农
闲，又逢外地务工人员返乡团圆，常常是
农村说媒的高峰期。不同于传统相亲当
面约见、相对而谈的现实场景，最近，短视
频平台上的相亲直播间悄然兴起。除了
平台方在直播间增加相亲功能和在特定
时间举办的同城活动，一些主播也独辟蹊
径，长期在直播间为农村适婚男女举办线
上相亲直播会，许多人借助直播间找到了
合适且心仪的伴侣，相亲直播间也成为网
友热议的农村相亲新模式。

在直播间里不难发现，数量不小的农
村男性是其中主要的征婚群体。有主播粗
略统计，在一场直播中，男性占了相亲嘉宾
的90%。与之相对应的，农村女性在直播
间的受捧热度始终居高不下，相对而言选
择空间也更大。结果往往是女方不紧不慢
地挑选对比，大多数男性只能怏怏而归。

直播间是个缩影。近些年来，通过专家
学者的研究数据，抑或是我们的现实观察，
都可以发现，农村“光棍”的数量越来越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现象背后原
因颇为复杂。既有农村传统“重男轻女”理
念影响下，多年来农村生育男女的比例失

调，也有人口流动造成的女性外嫁趋势，当
下许多农村青年女性进城务工，长期在城市
工作生活，有的自然而然在城市结婚成家。
除此之外，传统观念中“男强女弱”的婚配模
式依然存在，但随着人口流动，女性寻求“高
嫁”的城乡边界逐渐被打破，导致农村男性
的竞争更大，“层层筛选”之后，农村经济条
件较差的男性成为了婚恋市场里被“落下”
的群体，造成农村男性结婚难。

现实的择偶需求是一方面，与线下相
亲相比，直播间里的牵线搭桥更加直接而
高效，也是农村相亲直播间受到追捧的重
要原因。由于线上直播的聚集效应，农村
男性有机会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女性看
到，相亲成功率更高，且线上相亲模式打
破了地理限制，相亲范围更广泛，这也是
以往农村小范围内相亲所不具备的优
势。而对农村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的婚恋而言，这种“被看见”的意义则更
大。据报道，有的相亲直播间里，每场直
播嘉宾大约有 20 人，每个人的时长在 10
分钟到 20 分钟不等，直播间观看人数一
般在 10 万人以上。对主播本身而言，相
亲直播间可获取的利润也是可观的，一些
观众嘉宾豪掷千元甚至万元，如果撮合成
功，主播也会获得较高的打赏，这也让不
少职业主播趋之若鹜。

不过，相亲直播间热闹的背后，也并非一
片歌舞升平。毕竟，成就一场婚姻不仅是物
质、家庭等现实条件的匹配，更是一件关乎
人生幸福的大事，包含着不能用金钱、数字
来衡量的人情味和婚配双方人生观、价值观
的契合。因此，为了避免把好事办成坏事，
作为“数字媒人”，直播间的主播团队往往需
要花费大量精力，提前了解嘉宾需求，有分
寸地帮助双方匹配条件，在介绍双方认识之

前帮忙“把关”，从这点来说，他们要做的工
作并不比现实中的婚介工作者少。但随着直
播间名气越来越大，嘉宾越来越多，一些团队
也对这样“海量”的前期工作有些力不从心。
相亲直播间里的骗局也屡屡见诸报道，更有
主播利用相亲者的急切心理，串通个别嘉宾
一唱一和，以“相亲交友”的名义不断欺骗其
他嘉宾刷礼物，导致前来择偶的嘉宾不但没
能觅得良缘，反倒蒙受了财产损失。

在短视频快速发展的当下，相亲直播
间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一种相亲方式。正
视相亲直播间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规范引
导，已是迫在眉睫。其实，千禧年之初，网
络相亲交友平台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发展与
困惑。十几年间，这些平台通过实名制、认
证会员等种种方式，不断完善审核体系，逐
渐走向规范。对相亲直播间的规范化而
言，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说到底，直播相
亲只是一种形式，本身无所谓好坏，更重要
的是在直播体验与真实需求之间融合，通
过制度与规范，让相亲直播间真正聚焦在

“相亲”本身，才能让相亲直播间避免落得
被一关了之、一封了之的下场，走得更稳更
远，为更多农村家庭带来幸福。

直播相亲更应“少点套路、多点真诚”
□□ 刘诗麟

这个冬天，“围炉煮茶”火爆出
圈。这个脱胎于云南乡村的传统
民俗，借以新一代更迭的消费需求
和使用场景成为现象级消费热
点。某短视频平台上，“围炉煮茶”
相关话题播放量达到 60 亿次，某

社交平台关于“围炉煮茶”的内容超过68万篇。这股风潮也吹到了
乡村，不少乡镇借力围炉煮茶开发新的消费场景。对此，有人认为
围炉煮茶开启了乡村旅游新赛道；有人认为这只是快消文化的一
种，昙花一现可能性极大。

众人的看好抑或唱衰，都是新业态发展的必经过程，我们也不
妨分析一下围炉煮茶火爆背后的逻辑内核。凛冽寒冬，一泥炉，一
砂铫，亲朋好友围炉闲话家常，小火温吞，热气氤氲，茶香和暖意同
时被激发，感动得让人鼻头发酸。可以说，围炉煮茶能出圈，不仅因
为它是一种年轻人喜爱的社交新方式，更在于它带来的松弛美学和
情绪价值。

从这个角度出发，比起寸土寸金的城市，拥有更多山水田园场
景的乡村更具有围炉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一来，围炉煮茶本身就
起源于乡村早期的火塘烤茶，如果说小镇青年喝咖啡是一种从城市
到乡村的文化浸润，那围炉煮茶则有着从乡土到城市的“复古”消费
味道。当城市人们努力营造“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氛围感
时，其实是在复刻一种旧时的简单快乐。对于长久囿于城市的人而
言，乡村所蕴含的质朴和温情，更接近围炉煮茶之本意，它精准契合
了都市人群返璞归真的向往。二来，作为众多特色农产品的原产
地，乡村有着围炉煮茶落地的现实便利条件。除却能更便利地提供
天然的、有机的烤物，很多乡村本身就是茶产区，茶文化悠久浓厚，
为游客带来的体验感也更好。

近年来，乡村旅游产品不断升级迭代，围炉经济是否能在乡村维
持长久生命力很难有一个明晰确定的答案。但笔者认为，将围炉煮
茶嫁接到乡村游中，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内涵丰富的乡村游
在为围炉煮茶体验注入更多内涵的同时，也因为围炉煮茶的引入而
增加许多新玩法，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去年，重庆涪陵一小镇推
出大型围炉煮茶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为当地乡村旅游平
添不少人气，也为围炉经济在乡村的落地打了个样儿。任何一种新
业态发展成一项强劲产业，都是从“可能性”开始的，我们不妨对此宽
容一些，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或许将更快寻觅到发展的确定性。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代青年喜爱的围炉煮茶版本，有着
特定的面貌。看似门槛低，一套茶壶、炭炉和烤网就能轻而易举入局，但实则上限高，消
费者为之买单的前提是它能贴近各自“想象中的生活方式”。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就围炉煮茶这个新消费场景而言，“场景比茶叶和饮食更重要”。这首先要求，
经营围炉煮茶的乡村场所具备“能打”的硬件条件。其中，干净、整洁是对场景消费的基
本尊重，对于进村消费的城里人而言，想必再青睐于乡野气质，也无法在杂草丛生、畜禽
粪便满地的真实中体会到美好。其次，多元化的体验是对场景和仪式感的致敬，结合乡
村应季食材和当地旅游资源，推出特色化定制服务，不失为一种好选择。笔者了解到，云
南曲靖的一户农家自制爱心爆浆豆腐，成为当地围炉时最受欢迎的烤物。也有一些农家
推出饭前饭后套餐，饭前是铁锅炖大鹅，饭后是一杯清茶谈笑间，自有一番风味。更有一
些地方将围炉经济与乡村产业充分联动，结合体育竞技、音乐会、农耕体验、瓜果采摘等
多种形式，打造出了差异化、个性化的围炉体验，为围炉经济贡献了新样貌。

从少数网红的精致狂欢到“围炉+乡村游”，围炉煮茶正走向2.0版本，乡村的诗和
远方固然是围炉经济生长的土壤，但如何真正把握好围炉煮茶的“流量密码”，还需要
深挖其潜力。如果仅秉持着“拿来主义”态度简单粗放发展，而忽视了其火爆背后的深
层需求和情感链接,那么拂去田园牧歌式的滤镜，城市人永远不会变成乡村围炉煮茶
的真实受众。

据报道，陕西省某地于近日针对村卫生
室开展分类改建工程，包括床位设置、医疗设
施配备的星级达标工程、不同功能科室分区
建设的功能完善工程，以及改建医疗区、办公
设施的基础设施工程。分类分项建设的方式
让小小村卫生室真正实现了“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不仅提高了村卫生室的建设质量，还
能让村民享受到舒心高效的医疗服务。

村卫生室作为基层医疗的“神经末梢”，
承担着农村各项卫生与健康服务工作，包括
疾病诊疗、健康预防、疫苗接种等多项任
务。可以说，对于许多疾病，尤其是新冠病
毒感染的诊治，开展得好与坏、及时不及时、
到位不到位，都离不开村卫生室兜底保障。
近年来，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相继加大村卫
生室规范化建设力度，室容室貌发生了诸多
喜人变化，但不可否认，仍有部分农村卫生
室的建设发展较为落后，有的村卫生室功能

用房有欠缺，有的基本诊疗及检查器械和药
物配备不足，各项短板不同程度地制约了村
卫生室的良性运转。

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深，农村患慢性
病、基础病的老年患者对于各项检查和药品
有更多需求，加之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面临

“保健康、防重症”重任，村卫生室的功能设
置和管理服务亟需因时制宜做出科学优化
调整。为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可以借鉴分
类建设的思路，以各类标准为引领，打造规
范运行、功能齐全的医疗卫生室，配齐检查
设备和检验仪器，多管齐下确保慢性病药
品、防疫药物供给足量，为村卫生室药品“扩
容”。另一方面，应因时制宜做好医疗服务
管理，针对农村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特殊
情况，制定科学有序的登记、检查、诊疗运行
机制，尽早诊治、尽早干预，最大程度保障农
村群众的身体健康。

村卫生室分类改建很有必要
□□ 严国进

笔者在假期走亲访友时听说，现在一些
农村地区的酒驾还时有发生，给道路交通带
来一定隐患。自醉驾入刑后开展一系列严格
治理行动，酒后驾驶现象已大为减少，然而，
部分农村地区还存在治理短板和“盲区”，酒
驾、醉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仍不少见，亟须引起
警惕。

客观来看，随着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农村地区机动车辆日益增多，但农村地广
人稀的环境也造成了道路车辆的分散，给交
通安全管理与执法增加了难度。部分条件有
限的地方，为数不多的警力要在广袤农村对
酒驾进行拉网式排查，查处效率往往较低，而
设卡检查又受制于农村路网相互沟通、开放

等特殊地理条件的影响，收效也欠佳。受此
影响，部分农民对酒后驾驶抱有侥幸心理，给
农村的交通管理带来不安全因素。

面对农村治理酒驾的诸多困难，有关部
门应加大重视、严加治理，尽快消除农村酒驾
管理“盲区”。针对执法难题，交警部门应合
理调配人手，尤其遇上节假日等特殊日期要
提前调整部署，多向农村倾斜警力，而要构建
常态化执法机制，还需通过加装监控探头、鼓
励目击者举报等手段，多管齐下织密农村驾
驶安全防护网。与此同时，还要面向农村群
众加大安全驾驶的普法宣传力度，引导村民
意识到酒驾的危害和违法性，并及时宣传典
型案例，起到教育警示的作用。

让农村酒驾治理不再有“盲区”
□□ 吴学安

《大家谈》征稿启事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海有农户将闲置土地作为“共享菜园”上网交易，提

供租地种菜服务，每100平方米年租金1500元，日常种植、照料都由租户自己
负责。有人认为租赁菜园成本较高、耗费精力，租户自己照料时间久了容易产
生倦怠，市场扩张潜力有限，农民要谨慎入局。也有人认为市民下乡种菜的生
活方式依旧是一种潮流，对城里人和村里人来说是双赢。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各位读者围绕上述话题，踊跃投稿。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nmrbpin-
glun@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大家谈投稿”。来稿500字以内为宜，论述不求
面面俱到，观点鲜明、具有新意、语言简洁即可。截稿日期：2月24日。

探望病人带礼品、送礼金表示慰问和
关心，本是人之常情，是农村邻里维持友
好关系的交往传统，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的
发展，如今却有“变味”之嫌。一些村民看

重探望礼品、看轻探望意义，甚至有人借
病收物、借病敛财。一些村民要面子，眼
红别人收到更多的礼金，心里不平衡，想
着法无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比拼生病。

这些行为表面看似乎争到了利益，实质上
却透支了村民之间难得的信任，损害了睦
邻友好的文明乡风，早已违背了探望病人
的初衷。

更关键的是，农村是熟人社会，探望
礼被一家抬高，其他家庭碍于面子，不得
不送出同样甚至更高的礼金，而收礼家庭
在回礼时也要送回被抬高的价格，这样

“高”来“高”回，不仅没有表达出或收获到
真正的温暖，反而陷入了经济负担和人情
负担，给很多农村家庭造成不必要的烦
恼。这样的“探望礼”是时候被纠偏了。

莫让探望“礼重情义轻”
□□ 骆刚

探望病人时送“探望礼”是乡村社会
维持人情往来的重要方式。即使发展至
今，人与人之间的“探望”变得稍显微妙，
也并不影响其作为维系情感工具的本
质。因此，笔者以为，不应该将“探望礼”

“一棒子打死”。
之所以肯定“探望礼”的价值，首先是

其发挥作用的简单、直接。社会发展如此
之快速，人们忙于工作，鲜有时间主动走
动、联系感情，经常只有亲戚朋友生病遇事

时，才会赶到家里或医院探望叙旧，借此机
会诉说对家人朋友的牵挂，这何尝不是维
系呵护亲朋好友之间感情的难得机会？

其次是“探望礼”的实际价值。在他
人生病或遇到突发事件时，对他人及时

探望，送出代表心意的礼金，是作为家人
朋友最实际的支持，能帮助他们增强战
胜困难的信心，这时的“探望礼”不只简
单代表着人情，往往能起到直接的帮助，
这也是农村社会守望相助的重要表现。

当然，对于人们一味跟风、攀比催生
的高价“探望礼”，应该适时地加以引导，
让其回归探望的本质，助其良性发展，长
久地维持下去。

“探望礼”有值得肯定的价值
□□ 王力中

探望慰问，寄托着美好的祝福，表达的
是一份心意。然而一些地方盛行“探望
礼”，甚至出现为了收礼而“病”，为了面子
而“探”。这背后实质上是部分群众的攀比
心和虚荣心在作怪，亟待重视并加以解决。

一方面，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摒弃陈
规陋习，自觉抵制不良风气。为此，农村
基层党组织应发挥直接作用，直面“探望
礼”歪风，在做好调查和尊重村民意愿的
基础上，协助村民划定合适的“探望礼”金

额范围，进行规范引导。针对农村地区熟
人社会的特点，要注重发挥党员干部、新
老乡贤、先进模范等带头作用，引导探望
礼金逐渐回归正轨。

另一方面，要将文明探望管理融入移

风易俗制度，助其持续长久发展。应该看
到，农民群众思想观念的形成与改变不是
一蹴而就的，既要重视日常引导，更要强
化长效机制，必须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不妨通过共商村规民约、试点家庭积分
制、设立“道德红黑榜”等创新实践，将“探
望礼”管理纳入村民自治监督的治理范
围，以此激发村民参与动力，让大家在实
际行动之中倡导文明探望新风。

应大力倡导文明探望新风
□□ 吴豪

本期关键词

“探望礼”

近日，有记者在春节返乡时发现，部分农村地区的“探望礼”偏离了“探望”本质，

礼金价格越来越高，甚至有村民为了收取礼金比着生病。对此，你怎么看？

春节刚过，多地城管上街清除沿街居
民和商户春联的新闻就引发热议。有网
友吐槽，“其实真的没必要这样”。也有工
作人员称，此举是为了维护市容，迎接文
明城市大检查。辛辛苦苦干了活，却似乎
有些“吃力不讨好”，究竟为什么？不妨从
面子和里子上琢磨琢磨。

中国人“好面儿”，过年贴的春联也
是一家的面子。哪家春联写得更好更有
趣？哪家春联字写得漂亮？都会引起小
范围的讨论。在沿街商铺或是村里，倘
若有某户贴了大春联，路人也会说一句

“排场”，反之，谁家气派的大门上若是贴
了副小春联，看起来难免有些不协调，显
得“失了面子”。而薄薄一副春联，也饱
含着传统文化习俗的里子。辞旧迎新，
家家贴春联，寄托着大家对新年的美好
期盼。

人有面子，一个地方也有面子。此次
事件的起因也是为了城市的面子，沿街居
民和商户张贴的春联在风吹雨淋中很容
易破损褪色，时间久了便不那么好看了。
加之破碎掉落的春联如不及时清理，也会
成为路面上的垃圾，影响到市容的干净整

洁，进而还会影响到文明城市创建这个更
大的面子，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会发生

“撕春联”的事情。
但面子之外还有里子。环境干净是

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城乡居民住得是
否舒心，是否宜居宜业，恰恰就是这个里
子。城乡的面子固然重要，但打理好城乡
的面子，出发点是为了让里子更好，让群
众生活得更好。如果为了面子影响到群
众的日常生活，那就违背了工作的初衷。

当然，一件事情要做得有里有面并不
容易。比如对春联破损，如果发现破损后

与户主沟通，或者送上一副春联，甚或帮
忙贴上新的春联，这个过程中可能要花很
多工夫。而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件件都如
此处理，工作量可能远超人们的想象。因
此，上级管理部门在考核中也应注意地方
实际情况，避免只看面子，而应将考核的
指挥棒更多向里子倾斜，引导基层将有限
的精力放在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上。

其实，不只是贴春联与撕春联，基层
很多工作都存在如何兼顾里子与面子的
问题。只有心中有人民，切实解决好人民
的问题，工作才能真正有面子。

从“撕春联”看面子与里子
□□ 赵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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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海南某地城管收走孩子写
作业桌子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当地最新
通报称，存在简单执法行为，造成不良影
响，已责令相关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道歉。

且不论一张书桌对市容市貌会带来多
大影响，就从处理方式来看，视频中，小孩
正趴在桌上写作业，城管执法人员没有多
少解释就直接把桌子拿走，这种方式无疑
是值得商榷的，最终效果也需要打个问
号。维护市容没有错，但对于一个正在做
作业的孩子，执法人员完全可以有更妥当
的选择。其实此前也有一些城管在柔性执
法上作出了表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基
层管理是复杂的，而且归根结底是要服务
于民生的，所以很多问题的解决不能靠简
单机械的“一收了之”。有时候，如何处置
一张书桌，背后也是对民生问题的回答。

这正是：
小小书桌惹争议，一收了之欠妥当。
柔性执法更文明，答好民生大问题。

@梓帆

作者：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