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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婧

“五一”假期，是婚礼扎堆的时节。宁夏回族自
治区固原市原州区的各乡村也出现了结婚潮。街上
的饭店、乡村的场院都摆上了喜宴，一对对新人喜结
连理。

提到结婚，彩礼是绕不开的话题。
原州区河川乡寨洼村村民杨志山有两个儿子，

彩礼是家庭的重要开支。他的大儿子大杨结婚时，
老杨依照当地习俗给了女方8万元彩礼，这是当时的
公价。老杨家养着8头牛，种着35亩地，一年收入10
万元。为了给大杨娶媳妇，杨志山借了外债。好在
小两口日子和美，还生了两个可爱的孙孙。

去年 6月，原州区对全区彩礼情况进行调研，并
倡导彩礼不超5万元。恰在这时，小儿子小杨羞答答
地告诉老杨，自己谈了对象。老杨心里乐开花，“行，
大（方言，父亲）找媒人提亲。”经村干部入户工作，彩
礼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小杨的婚事成了。老杨讲起
这一段，颇有些得意，“俺家给的低彩礼，亲家还给媳
妇子（方言，媳妇）陪送了衣服、首饰和现金，彩礼差
不多都回来了。”

去年，农业农村部会同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中央农办、民政部、全国妇联、国家乡村振兴局
等部门印发文件，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价彩礼、
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专项治理工作自去年8月启动，今年12月将基本
结束。固原市原州区属于西海固地区，是历史上著
名的军事和文化重镇，早在西周就有建制，彩礼风俗
由来已久。在专项治理工作开展前2个月，原州区召
开移风易俗工作座谈会，并对全区彩礼现状进行调
研。根据调研结果，原州区出台文件倡导彩礼最高
不得超过5万元。经过近一年的宣传推广，一路看涨
的彩礼终于出现下降趋势。

然而，彩礼给多少钱合适？为何要限制，为何不
能一刀切予以抵制？群众多年形成的风俗习惯如何
改弦更张？近日，记者深入原州区多个村庄实地探
访农村彩礼的真实情况。

彩礼，婚姻的“重头戏”

结婚，是个有仪式感的事。
在原州区，不同的村有不同的结婚风俗。
寨洼村地处山区。村庄位于六盘山脉深处，进

村之前，要走20分钟盘山路。一路上，层层叠叠的梯
田在车窗外闪过，黄土坡上偶尔可见废弃的窑洞。
寨洼村有 5000亩耕地，村民养殖着上千头肉牛。囤
在村民家门口的玉米垛（饲料），砖瓦搭建的牛棚，是
每个农家场院的标配。村民农忙时耕种，农闲时打
工，以开吊车、挖掘机为主要行业，这是一个传统农
业村。

担任村党支部委员的杨志山能说会道，讲起故
事绘声绘色。村里人办婚事，他常受邀做司仪。谈
起本村婚礼仪式，他很有发言权。3月底，在寨洼村
村委会场院，记者和老杨蹲在黄土地上攀谈。“30多
年前，用驴车来接亲。还要找个同族的男童做拉马
娃娃，在媳妇子上车后，拿着驴抽三鞭，寓意日子开
门红。现在，娃娃们结婚都得汽车队去接。山里人
不认识花里胡哨的车牌牌。车越新越有面子，最好
是锃亮的。”老杨说，车队一般是乡亲们用私家车凑
起来的，没必要花钱。

老杨介绍，在寨洼村摆结婚酒，一般在自家场
院，酒菜就是庄稼人来下厨。“家里的婆婆、媳妇子、
妯娌都过来帮忙。一桌席面有时是四凉、四热、一
汤；有时是饸饹面配烩菜。婚礼都是村里人主持，司
仪现场念结婚证，感谢娘家把女子嫁过来。男方亲
属带着新娘认亲。要是过门后，新娘走在村里与老
娘舅（方言，舅舅）迎面过，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家背
后就得讲新娘‘超（方言，愣，没礼貌）’。”

据村干部和村民反馈，协商彩礼是村民自古以
来缔结婚姻的重要环节。去年6月前，该村彩礼在10
万元左右，另外男方还要给女方购置首饰、衣服等。

官厅镇沙窝村地处川区，结婚风俗与城市更为
接近。沙窝村毗邻城区，距离原州区核心地区只有8
公里。村内主路两旁是各种汽修店铺，路上，大小挂
车来来往往，半空中总是飘着黄土道腾起的灰尘。
据介绍，该村地少，仅有的耕地已流转给农业企业进
行规模化种植。大多数男性村民是跑长途货运的司
机，女性村民以做保洁、在建筑工地务工为主业。

沙窝村的红白理事会成立于 2000年，红白理事
会副理事长李克让对结婚礼仪颇为熟稔，“20 多年
前，结婚的门道多着咧。”他介绍，媒人上门提亲时
要带两瓶酒，女方家长开瓶把酒喝掉，灌上大米，就
算同意；若是女方家长说不好喝酒，就是不同意。
订婚前，男方要带着酒、带骨肉（猪肋骨）去女方家
送礼。订婚时，男方还要带着烟酒等礼物去女方家
过礼……“现在很少有人讲究这些繁文缛节。娃娃
们结婚，仪式越来越简单，订婚和过大礼一趟办齐，
主要是交接彩礼。典礼只剩在饭店摆酒宴请亲朋，
新郎带着身着婚纱或秀禾服（一种中式喜服）的新
娘给大家敬敬酒。”李克让说，本村人一桌结婚席面
一般价格在 600 元到 800 元，亲朋多的人家摆上十
几桌，普通人家摆三四桌。

“要说花钱大项，就是彩礼。近两年，彩礼的价
格越抬越高。区里狠抓移风易俗之前，俺村彩礼大
约在8万元到10万元。”李克让介绍。这一数字得到
村里人的认可。

三营镇也地处川区，是原州区经贸最发达的乡
镇。新三营村是三营镇政府所在地，是三营镇的核
心地区。新三营村商业发达，建有物流、粮油、活畜、
建材、农副产品等市场。村民以跑长途、做生意为主
要收入来源。2021年原州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为 13712元，新三营村将近 2万元，村内的民居大
部分是装潢精致的二层小楼。

新三营村党支部书记海玉凌只有 44岁，是个爱
说笑的性子，常走街串巷了解民情，和村民混得熟。
他介绍，当地回族婚礼颇具特色，婚礼由阿訇主持，
新娘要身着红色喜服，宾客一到主家会端上馓子、油
香（类似于油饼的回族小吃）和果果……当然，订婚

时商量彩礼也是必要程序。“区里没给彩礼限高之
前，我们村的彩礼加上衣服首饰的花费，得20万元。”
海玉凌介绍。

记者根据采访梳理出原州区各村的婚俗现状，
无论山区还是川区，随着年轻人生活节奏加速，曾经
被村民分外看重的婚姻礼仪已逐步简化。目前，年
轻人结婚的主要负担来自彩礼。而且彩礼的名目繁
多——除了礼钱（给女方家长的彩礼）之外，还包括

“离娘布”“麦和羊（给女方家长的礼物，现在大部分
折合成现金）”“户礼（给女方家亲属的礼金）”等乡俗
花费。黄金首饰在数量和样式上也有要求，即按“四
金”或者“100克”来论，有的家庭还要求给女方家长
购买首饰。

虽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原州区高价彩礼现象不
算突出，但相对于每年1万元出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来说，彩礼已经给当地农村家庭带来沉重
负担。

彩礼居高难下的原因

据村民介绍，原州区农村地区的彩礼风俗由来
已久。20世纪80年代初，当地彩礼大约400元；20世
纪 90年代初涨到 4000元；2010年，彩礼从三四万元
到 6万元不等；2010年之后彩礼节节攀升，从数万元
到十几万元，个别村庄超过20万元。

去年 6月，原州区对彩礼进行调研，发放移风易
俗调查问卷 102000份，收回 101593份。调研结果显
示，认为目前当地彩礼在 0 至 5 万元的群众，占
27.96%；5万元至 8万元的，占 32.75%；8万元至 10万
元的，占 13.96%；10 万元至 15 万元的，占 11.59%；15
万元以上的，占12.62%。

原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樊勇告诉记者，高价
彩礼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纠纷隐患，“首先，男女议亲
时双方家庭因彩礼产生隔阂，不利于年轻人婚姻和
睦；其次，高价彩礼易引发返贫现象。”

高价彩礼的弊端在司法案例中也可窥见一二。
去年年底，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返还彩礼

案件受到当地群众关注。当地一对小两口闹离婚，男
方起诉要求女方返还20万元彩礼。法院查明，双方经
媒人介绍仅认识十几天，就按当地风俗举行了婚礼。
男方为结婚背负巨额债务，婚后双方常因琐事争吵，关
系恶化。法院判决，双方结婚时间短，女方借婚姻缔结
之际收取巨额财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
定，判决女方返还男方彩礼15万元。

“这并不是孤案。”原州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
王艳介绍。近两年，她见多了因彩礼在法庭上剑拔
弩张的小两口。“有的案件中，男方借钱或贷款给女
方彩礼，娘家给女儿一些现金陪嫁。婆家认为陪嫁
来源于彩礼，应用于还债。可女方拒绝，认为这是自
己的钱，最终双方产生矛盾。有的案件中，男方承担
彩礼及结婚成本后，希望女方婚后马上承担家庭责
任、生育子女。可女方追求自由，有人长期外出务
工，不在男方家庭中生活。当然每个具体案件都有
不同的纠纷，经济矛盾和家庭矛盾在诉讼中比较普
遍。”王艳表示。

王艳介绍，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都有很强的权
利意识，男方认为女方结婚目的不纯，要求全额退还
彩礼；女方认为既已结婚，又是男方提出的离婚，彩

礼一分不退。双方寸步不让，常常在法庭上争得面
红耳赤，调解成功率低，法院不出判决根本结不了
案，这也从侧面反映双方矛盾激烈。

据统计，2020年 1月至 2022年 4月，原州区人民
法院共受理涉及退还彩礼案件共计146件，绝大多数
都是男方提出离婚。涉案彩礼均属于高价彩礼，诉
讼标的在10万元到二十几万元不等。

既然高价彩礼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为何年年攀
升？原州区做调研时，对“高价彩礼形成原因”进行
了问卷调查。17.89%的调查对象认为，彩礼高企是
因为“女方要求过高”；25.85%的调查对象认为，“相
互攀比讲面子”推高彩礼价格；认为受“当地风俗影
响”的调查对象占 22.94%；还有不到 10%的调查对象
选择了“女方收入低”和“男方有相应经济能力”这两
个选项。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的情况，也印证了调研结果。
女方要求高价彩礼的主因是女方家长有以彩礼

看人品、保婚姻的想法。“彩礼不能不要，在彩礼上抠
抠搜搜的男方家庭精于算计，不能嫁。”“要彩礼是为
保幸福。男方家掏空家底娶亲，不敢轻易离婚，不心
疼人还不心疼钱嘛！”不少支持高价彩礼的村民这样
对记者说。

相互攀比的村民有彩礼高身价才高的思想。“同
村其他人家的女子结婚，要 10万元彩礼。我家娃娃
长得俊多了，要十万零八千元，一点都不过分。”是众
多女方家长的真实心理。

认为女方收入低的受访村民介绍，女性生育时
没有收入，手里没钱，生活将受制于婆家。“结婚时，
婆家给点钱，生育时才有生活保障。”是不少年轻女
性的想法。

另有少部分家长索要高价彩礼是受到风俗裹
挟。有的乡亲告诉记者，家里有男孩，需要用女孩的
彩礼填补自家娶媳妇的亏空，“俺家女子不要彩礼，
男娃就娶不上媳妇。”

彩礼能否一刀切杜绝？调研显示，群众的彩礼
意识根深蒂固，反对之声集中在高价彩礼上。支持
彩礼为 3万元以下的被调查对象，仅占 21.51%；支持
彩礼为 3万元至 5万元的，占 50.63%；支持 5万元至 8
万元的，占 15.21%；支持彩礼为 8万元至 10万元的，
占10.14%；支持彩礼为10万元以上的，占2.51%。

可见，绝大部分群众不抵触彩礼风俗，但高价彩
礼给群众带来沉重负担，且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社
会稳定。

限高令，给彩礼设“天花板”

高价彩礼怎么限制？去年6月1日，原州区召开
移风易俗工作座谈会，参会人员不仅有区县、乡镇负
责人，还有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及律师。会后，原州
区委又向各单位、群众代表及专家征集意见，收集整
治高价彩礼的妙招。根据各方建议，原州区结合实
际提出实行彩礼限高，最高不得超过 5万元。随后，
原州区下发《原州区推动移风易俗 遏制高额彩礼
助力乡村振兴暂行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以
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倡导彩礼最高不得超过5万元，
且逐年下降。

原州区主要负责人在全区移风易俗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跟群众讲清楚、说明白，移风易俗是在尊重、
传承传统风俗习俗的基础上，移“歪风”，易“低俗”，

是为了让大家更幸福地生活。
彩礼限高的政策甫一提出就引发社会热议。“为

固原市原州区的勇气点赞，给彩礼限高，就等于承认
当地存在高价彩礼现象，这是替全国有高价彩礼现
象的地区背锅。”“要想彩礼低，就必须让女婿赡养老
丈人，不然没儿子的老人怎么办？”“为生儿子的家庭
减负，最好全国推广。”“百姓私事，怎么限？人家要
了高彩礼，政府如何处理？”……在抖音平台，一条原
州区为彩礼限高的短视频收到 18万个点赞，及 8000
多条留言，有支持也有质疑。

“区里提出彩礼限高后，我去市里开会，常有其
他区县的负责人过来问，你们这个措施有效吗？”樊
勇说，该措施能否改变群众的风俗，受到周边地区的
强烈关注。一旦试行成功，对附近地区移风易俗工
作将有极大借鉴意义，同时彩礼限高能否解决高价
彩礼的顽疾，周边地区也在观望。

根据办法，各乡镇（街道）要以行政村为单位，修
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与辖区群众（居民）逐
户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
身作则，带头推动落实。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人为移风易俗工作第一负责人；各行政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为直接负责人。办法
要求，发挥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等自治组织在移
风易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时间，原州区各村的党支部书记成为红白理
事会理事长。各村通过村民议事程序，将倡导彩礼
不高于 5万元写进村规民约。各村以红白理事会章
程的形式，为乡村婚礼设立了事前报备、事中协办和
事后报告三个程序。

以寨洼村的红白理事会为例。该理事会成立于
2020年，理事长是该村党支部书记古兆金，另设副理
事长和三个理事的岗位。根据红白理事会章程，村
里人办喜事，要提前到红白理事会报备。在婚礼仪
式上，红白理事会成员会到现场帮忙待客迎宾、为群
众提供服务，同时监督彩礼陪嫁的情况。婚礼结束
后，村民还要到红白理事会登记。

“村里人好面子，彩礼靠村民个人根本降不下。
要是没有文件，移风易俗工作没有抓手。”古兆金介
绍，村干部以前也入户宣传过低彩礼，但是群众很难
听进去。“村干部去劝说，人家表面上答应得好，等村
干部一走，该咋要还咋要。再说彩礼多少钱合适？
村干部也不敢给明确数字。办法解决了两件事，第
一，明确低彩礼标准；第二，村里通过红白理事会章
程实现婚礼备案，彩礼是多少要告知村里。”古兆金
表示。

寨洼村村民古兆天今年 50岁，今年元月他家大
儿子与女友举办了婚礼。他在自家场院摆了 6桌宴
席，村红白理事会的工作人员在婚礼现场协助迎宾，
在场院帮着摆桌。“我家给了 6.8万元的礼金。在婚
礼现场，女方家长掏出 3 万元存折，作为女子陪嫁。
两项一抵消，我家给了 3.8万元。”古兆天说，他在婚
礼前找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婚礼后又进行了登记。

在宣传移风易俗方面，古兆金也有一点小技巧，
“妇女能顶半边天。村干部在妇女群里发一条消息，
马上就有回音。男人多的工作群，喊半天也没个动
静。所以，我们村的移风易俗工作常在妇女群里进
行宣传。”古兆金说，寨洼村还成立巾帼志愿服务队
进行入户宣传，每个月至少4次。

寨洼村妇联主席马琴介绍，巾帼志愿服务队有
30名队员，都是村里的热心妇女。队员们平时入户
和村民一边唠嗑一边宣传，“俺们在场院里、堂屋里

和村民聊天，宣传摆酒不要铺张，这个钱给娃娃们上
学用更实惠；文件要求彩礼不要超过 5万元，要了高
彩礼，娃娃们背着债也不好过日子。”

记者在沙窝村了解到，该村的红白理事会有明
确的分工，理事薛瑞宁是材料组成员，主要负责登记
报备工作；副理事长李克让的工作是婚礼现场服务
及监督。“我们村的红白理事会虽然成立于 2000年，
但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区里明确彩礼不超 5万元之
后。以前没依据，群众难以接受。你说你的他干他
的。”李克让介绍。最近，村里还贴上了“抵制高价彩
礼，助力乡村振兴”的标语。

新三营村党支部书记海玉凌经常出现在移风易
俗工作一线。去年彩礼限高前，一外村村民找到海
玉凌，说儿子的对象就是新三营村村民，女方家长开
口要 20万元彩礼。他家为小两口准备了婚房，家底
已空，希望村干部给想想办法。海玉凌到女方家里
做工作，“我花这么多钱培养的女子，不能降彩礼。
他家出不起，就不要谈此事。”女方家长听说海玉凌
为彩礼而来，一开始态度强硬。海玉凌有三个女儿，
经常拿自己举例子现身说法，“我有三个女子，也不
指着娃娃们的彩礼。您要看长远，小伙子一表人才
还有手艺，能让咱娃娃吃苦？他家已准备了房子，真
是拿不出这么多钱了。”经过村干部苦口婆心的劝
解，女方家长最终松口要13万元彩礼。

2021年，新三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海玉凌担任
理事长。去年区里公布彩礼限高之后，海玉凌感觉
谈彩礼可有底气了，“区里有要求，村里有村规民
约。现在要是村里出现高价彩礼，我就拿着文件去
给他看，要高价彩礼不符合规定。”记者看到，海玉凌
的手机上还留着各工作群宣传移风易俗工作的信
息，其中一条为，“各小组长、小队长再给宣传，主要
是两方面内容：彩礼不超过 5万元；让群众知道红白
理事会，有事前报备、事中协办、事后报告的流程。
让大家都参与着！”

记者从当地近期有喜事的人家了解到，村民对
“彩礼不高于5万元”都知晓，并表示村里抓得紧。村
民说：“不能多要彩礼。彩礼要高了，村干部老往家
里跑。”

以前，一家村民嫁女儿要了彩礼，在其后面嫁
女儿的村民一定会开口多要一点，以显示自家女儿
的身价比前一家的高。现在，村干部入户宣传会
说：“上一家要了 5万元，你比他明事理，能不能少要
两千？”这种反向攀比，有效遏制了彩礼价格的抬头
趋势。

彩礼背后，家庭关系的微妙转变

村干部们反应，村里宣传的低彩礼典型范例，也
发挥了强劲的带动作用，大部分群众的思想观念有
了明显的转变。

53岁的田玉荣是寨洼村村民。2018年她的女儿
结婚时，田玉荣夫妇没有要彩礼。小两口要买房子
时，他们夫妻俩又给了10万元贴补，这在当地引起不
小轰动。

3月底，田玉荣家10亩玉米地上还盖着去年的地
膜，正是整地春播的时候，牛棚里的11头牛每天都要
填料饲养。田玉荣不仅照管着地和牛，还在村里打
工挣钱，家里也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提起零彩礼
嫁女儿的事情，不善言辞的田玉荣说：“两个孩子处
得来，彩礼要高了，怕他们为了这事吵架。要再多
钱，小两口过不来也得分。”现在女儿女婿在陕西省
西安市定居工作，活泼可爱的小孙孙每到寒暑假都
回寨洼村过。

田玉荣总说，好是好换来的。去年，她丈夫何永
宏在西安市看病住院，全程都是女婿陪护伺候。因
为老何有糖尿病，女婿下厨给岳父做口味清淡的病
号饭。田玉荣评价这个女婿，“比自己儿子还心细。”

田玉荣的经历成为当地移风易俗工作的典范。
原州区已整理出200余个低彩礼、零彩礼事例在各村
宣传。

针对各种支持高价彩礼的声音，原州区各村庄
在移风易俗宣传中，多宣讲高价彩礼不仅不能保婚
姻，还是家庭矛盾的诱因，要高彩礼不光彩等内容，
同时提倡女婿们善待家庭，在婚姻中维护男女平等，
强调小两口也要赡养岳父母。

根据各村红白理事会的统计，河川乡自去年6月
以来，彩礼平均值为 4.3万元；官厅镇和三营镇的彩
礼平均值也出现大幅下降，汉族群众的彩礼平均值
为 3万元，回族群众平均为 6万元。据介绍，原州区
宣布彩礼限高近一年来，各乡镇的彩礼皆有所下降。

记者也在采访中感受到乡村婚姻家庭关系的微
妙变化。从司法案例来看，大部分发生彩礼纠纷的
家庭中，男女双方都十分强调“嫁出”与“娶进”的区
别，小两口及双方家庭常因为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
的脱节而产生矛盾。记者发现，大部分主动接受低
彩礼和零彩礼的婚姻中，男女关系更为平衡，两个家
庭对“嫁出”和“娶进”的区别不会特别在乎，小两口
对双方父母的态度和照拂几乎一样。

3月30日下午，当记者走进沙窝村村民葸永平家
时，他正站在场院，抱着两个月大的孙孙乐得眯着
眼。他的大女儿去年与邻村小伙子喜结良缘。男方
家给了6万元彩礼，老葸又添了5万元给两个孩子买
了轿车。婚后女儿女婿待双方老人一样尊重。女儿
生育后，老葸夫妻为方便照顾孩子，把女儿和外孙接
到家里长住。

新三营村村民田志正去年刚刚零彩礼嫁女。田
志正经营着有数千亩土地的种植基地，种植药材、粮
食。基地员工有一百余名，女婿就是他的员工之
一。两个孩子结婚后，亲家带着整只羊等礼物来看
他，当面表示娃娃们对双方父母一个样。现在，女婿
负责基地农机方面的工作，对老田夫妻很敬重，小两
口每周都回老田家蹭饭。

樊勇表示，彩礼限高等措施对降低彩礼有一定
约束作用，但现在还不是总结经验、宣布胜利的时
候，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彩礼的背后，交织着家庭
观念、社会风俗、婚姻关系等复杂因素。移风易俗工
作涉及社会各个方面，要保证常态长效。遏制高价
彩礼是场硬仗，需要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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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的背后，交织
着家庭观念、社会风俗、
婚姻关系等复杂因素。
移风易俗涉及社会各个
方面，是在尊重、传承传
统风俗习俗的基础上，
移“歪风”，易“低俗”，是
为了让大家更幸福地生
活，要保证常态长效。
遏 制 高 价 彩 礼 是 场 硬
仗，需要久久为功。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赵寺村村干部近日零彩礼嫁女，图为婚礼现场。 受访者供图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开展农村移风易俗宣讲活动。 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