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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无谓早晚，在于幸福真
正的到来。催婚与逃避催婚，其
实是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所引发的
冲突。

破解“催婚”困局，需要子女与
父母之间的双向奔赴。对于父母
来说，盼望儿女成家立业的心情可
以理解，但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找准年

轻人晚婚的症结所在，对症下药，
打开心结。

而对于子女来说，要认识到，
“被催婚”是父母浓浓的爱，尽管
这可能让你感觉无所适从，但也
要认真考虑，在适龄的时候步入
婚姻，是对父母的一种尽孝，是人
生的一份责任，虽不能将就但也
不能逃避。

当年轻人放弃“说了也不懂”
“说了也白说”的陈旧观念，将自己
的生活境况、感情遭际跟父母做深
入的交流；父母也改变“居高临下”
的姿态，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理解
体谅子女的生活现状，当双方都能
够主动积极沟通，“每逢佳节被催
婚”的矛盾，才能够变成双方良性
互动的契机。

每逢佳节被催婚 你今年被催了吗？
子女与父母自说自话，“催婚”成家庭矛盾导火索
策划/李曙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蒿

过年和家人团聚，对一些未结婚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件既期待又害怕的事，因为回家除了与家人亲
朋久别重逢外，迎接你的，可能还有满满当当的相亲安排，或者是父母以及亲朋好友步步紧逼的催婚。

父母催婚的背后原因是啥？面对父母催婚，年轻人又该如何正确面对？

毫不意外地，小雪在回株洲第
二天，就被安排了一场相亲。

今年已经28岁的她常年在深
圳工作，一般春节才回老家，父母
自然不会放过这最好的催婚机
会。“他们早就发动亲戚朋友同事，
安排了好几位相亲对象。”小雪说，
为了让她赴约，父母可谓“连哄带
骗，想尽办法”。

这源于前两年春节，家里亲戚
给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说正好过
年在老家见面，小雪不乐意去，父
母甚至为此吵了起来，她只好答应

去看一看，结果才见了第一面，双
方家人就开始催促着订婚。从那
以后，小雪再不敢轻易见相亲对
象。

小龙是市区某医院的护士，为
了躲避相亲，今年，她选择主动申
请加班，不回老家过年。“害怕看到
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操心，尽管他们
也是一番好意。”

大龄适婚男也怕被催婚。“介
绍人包括但不限于七大姑八大姨，
相亲对象里甚至出现了我多年未
联系过的高中女同学。”30岁那一

年，大林算了一下，总共被亲戚朋
友介绍了9个相亲对象。

这两年，由于大林的强烈抗拒，
给他介绍对象的人越来越少，但父
母只要一聊到这个话题就唉声叹气
的样子，总让大林倍感内疚。

春节催婚，一聊就炸、一点就
爆。日前，中国青年报对 2000 多
名未婚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8.2%的受访未婚青年都经历过

“催婚催恋”，80.6%的受访未婚青
年坦言被“催”增加了春节走亲访
友的压力。

为什么要催婚？记者近日采
访了几对父母。

“一想到她（女儿）还没结婚，
我们就愁得睡不着觉，整夜失眠；
朋友孩子结婚摆酒席，能不去就
不去，怕别人讨论自己女儿；出去
散步遇到熟人都绕路走，怕被问

‘女儿结婚了没’。”小雪的妈妈
告诉记者，女孩子年纪大了，再

不结婚，以后生育孩子会越来越
难，同时，也是担心孩子以后没个
伴。现在还年轻，以后年龄大了
谁来照顾她？

“要结婚才能有那么一个家，
有了自己的家，孩子才算真正长
大。”天元区易娭毑的儿子今年已
经35岁了，虽然谈过不少对象，但
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成，担心儿子反

感，易娭毑一说起这个话题就小心
翼翼。

“子女的终身大事不解决，父
母就无法安心，作为老人，我认为
结婚也是一种责任的体现，对自己
负责，对家庭负责。”易娭毑说。

晚报红娘珊珊介绍，为了给子
女一个“好归宿”，经常有家长偷偷
瞒着子女报名相亲活动。

子女说 父母花式催婚费尽心机，让自己倍感压力

父母说 是关心也是担忧，成了家的孩子才算真正长大

记者手记 破解“催婚”困局 需要双向奔赴

这个小区居民自治
成功运转14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昕吾）2月14日，记者来到天元区银
苑小区，感觉走进了一个熟人社会。
居民与网格员、物管人员，居民之间遇
到，总是热情打招呼，或停下脚步攀
谈。原来，通过14年的居民自治的成
功运转，这里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家庭。

80岁的何阿姨，退休后迁到天元
区。一开始她也想念老家的旧友同
事，但渐渐的，她融入银苑小区邻里间
的和睦氛围。有一次，何阿姨骨折住
进医院，邻里间传开后，大家分批次前
往医院探望，让她感受到小区大家庭
的温暖。

把何阿姨住院的信息告诉大家
的，是银苑小区物管人员肖维松，他认
为，“很多人被帮助后，也想感谢、帮助
别人，好的环境人人都希望它更好。”
他总是联络热心居民一起想办法，在
居民心中，他不仅是“管家代表”，也是

“移动宣传栏”。
银苑小区居民自治14年以来，得

到业主们的充分认可，小区每年的物
管费缴纳率在98%以上。社区网格员
易洋告诉我们：“小区业委会成员严格
自律，带头遵守小区的规章制度和管
理，坚持小区事务公开透明，最令居民
满意的，还是这里形成了温情和谐的
居住氛围，这和业委会聘用老肖这类
有耐心、有方法的物管人员，积极挖掘
热心群众的做法有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伍靖雯
通讯员/肖建辉）“谢谢你们贴心的‘微服
务’。”2月14日，市民黄莹前往株洲市城
管监督指挥中心，给城管信息采集员唐
磊建等优秀队员送上一面锦旗。

“姑姑行走不便，嘱托我一定要来感
谢他们，也请你们为他们点赞。”黄莹告
诉记者，她是城管“微服务”对象黄丽娟
的侄女。57岁的黄丽娟独居在九郎山安
置小区，前几年中风后，生活难以自理。
去年初，我市城管部门开展“微服务”，唐
磊建在社区了解到黄丽娟的情况后，便
常和队员们一起去看望她，为她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

“不是一两天、一两次的帮助，他们
真的是不怕脏、不怕累，义务照顾我姑姑
一年多。”黄莹说，她也经常去照顾姑姑，
但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很难兼顾，但唐磊
建等城管信息采集员们却真的做到了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让人很感动。
“我有困难，一个微信发过去，他们

就来帮忙了，株洲城管好样的。”黄丽娟
说，不仅是平时帮她买物资、做家务等，
今年春节前，唐磊建等人还来帮她家里
做大扫除，并给她送来全新的坐便器，各
个方面都为她着想。

在整个城管信息采集员队伍里，这
样的爱心“微服务”还有许多。“帮助居
民，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人的认可，让我
们从事城管这份工作更有获得感、自豪
感。”昨日，信息采集员刘鸿辉拿出手机，
给记者看春节假期收到的祝福短信。

“你们的关心让我无比激动，祝福你
们春节快乐，工作顺利。”这条短信的发
件人，是芦淞区居民陈清明。原来，陈鸿
辉和队员们去年开展“微服务”期间了解
到，陈清明的儿子患有脑瘫，他自己也在
去年中风，无法再工作，一家人的生计成
了难题。

刘鸿辉说，去年开始，陈清明就是他
们“微服务”的重点对象，知道陈清明家
里最焦虑的就是经济来源，队员们会一

起想办法。“我们平时巡查发现有塑料瓶
等废品，就会捡了积攒起来，定期换点钱
送给陈清明。”刘鸿辉说，一些队员还打

着卖废品的理由，悄悄为陈清明捐款，虽
然每次能捐助的钱不多，但也让他对城
管这个队伍更有认同感。

▲黄莹代表姑姑黄丽娟，给城管信息采集员们送锦旗。记者/伍靖雯 摄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家属送锦旗感谢城管“微服务”

猜灯谜、学剪纸、做汤圆
社区元宵欢乐多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亲手包的汤圆更香更甜、更
暖心！”天台社区的郭阿姨说。

14 日上午，天台社区举行“圆圆
元宵，情暖社区”暨社区社会组织培训
交流会，社区志愿者和居民们一起包
汤圆、品汤圆，提前感受节日喜庆祥和
的气氛，亲身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14日，石峰区的南峰社区，天元区
的工大社区、张家园社区也分别举办了
不同形式的闹元宵活动，晚报志愿者、
社工以及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一起，
煮汤圆、学剪纸、猜灯谜……不同的社
区，不同的主题，一样的元宵佳节。

15 日，晚报志愿者、社工又在天元
区谢家冲社区、金锦社区、香山社区以
及石峰区的泉塘湾社区、东门社区开展
了不同形式的元宵佳节享团圆的活动。

12家公益合作组织
新春座谈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 通讯员/李路）2月12日，株洲
晚报志愿者联合会邀请株洲地区 11
家公益合作组织举行新春座谈会，就
2022 年如何进一步开展合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座谈会上，各组织负责人纷纷发
言，分享了各自机构在组织发展、项目
经验、公益服务思路、宣传推广等方面
的经验，并初步达成“搭建公益服务网
络”的合作共识。大家纷纷表示，这将
有助于促进各组织信息互通、资源共
享，在人才队伍建设、项目品牌打造、
新媒体宣传推广、爱心资源维护等方
面实现互利共赢。

与会组织共 12 家（排合不分先
后），他们分别为：

1、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
2、株洲市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株洲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4、渌口区博爱志愿者联合会
5、石峰区初心志愿者联合会
6、攸县义工联合会
7、茶陵县志愿者联合会
8、炎陵县鱼片志愿者联合会
9、醴陵市义工联合会
10、醴陵市顺泽爱心公益协会
11、株洲市向日葵安全教育推广

中心
12、株洲市道道青春期家庭教育

研究中心

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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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血脉永传承。1 月 19 日
上午，在晚报志愿者的带领下，白
鹤小学 95 班 7 名毕业生上门慰问
芦淞区学堂冲社区抗美援朝老兵
陈贤甫，并聆听陈爷爷讲述上甘岭
战役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

陈贤甫今年 89 岁，老伴腿脚
不方便，一个儿子视听双残。陈老
曾服役于 15 军 45 师 133 团，担任

3营九连二排排长，参加过著名的
上甘岭战役。当时，他带领二排战
士驻守在 537.7 阵地，誓死抗击企
图夺取我军阵地的美军。

“美军飞机疯狂地低空轰炸，
被 我 们 老 兵 戏 谑‘ 摘 帽 子 的 来
了’。由于敌人狂轰滥炸，我军后
方补给不足，将士们饿了，就着被
血染红的雪水啃压缩饼干，渴了，

就喝自己拉的尿。当时牺牲的战
友大多数不到二十岁，很多人被炸
得面目全非。对于白天被美军轰
炸牺牲了的战友，我们只能趁美军
晚上休息时，潜伏出去挖个坑就地
掩埋，他们成了无名英雄。”陈爷爷
说，“我是这个排队里唯一的幸存
者，弹片击穿腹部，肠子都流出来
了，后来虽然得到抢救，但因为当
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在山洞里
就着煤气灯做的手术，肠子被缝合
到了肚皮上……护送回国后，一年
住五六次院，直到 20 多年后的一
次检查，才查出来是因之前手术不
当，导致肠子坏死。”

陈爷爷一边回忆，一边流泪。
他的家人说，每当忆起牺牲的战
友，他都禁不住嚎啕痛哭。他深感
自己受到党和政府关怀及社会各
界的关心，特别幸运，觉得一定要
让后代知道历史，铭记历史，将红
色血脉传承下去。

陈爷爷反复叮嘱孩子们，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抗战
英雄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一定要
好好珍惜，努力学习，奋发有为，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做
贡献。

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和期待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天元中学150余名教师参加心理培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员/ 樊晓杰）2月13日
上午，天元中学、株洲市鸿洲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举办了一场“如何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的校本研修集中培训讲座课，天元中学共150
余名教师参加。

“半根棉签”的生活故事

讲座开场白是“半根棉签”的
生活故事。丈夫用棉签掏耳朵，
不小心，棉签断了半截，丈夫以为
掉在耳朵里，要妻子寻找，寻了半
天没找着，而丈夫总以为棉签掉
在耳朵里了，感觉耳朵堵得慌
……事实上，最后发现，棉签是从
衣领掉到衣服里面了。

通过这个故事，授课讲师刘

妍告诉大家，“堵”对人心理所产
生的影响。接下来，她又带领大
家体验“氢气球和铅球”的游戏，
引导大家去发现“有些堵是无形
的，对人的心理是有影响的”。然
后，刘老师引入“高速路上一男子
因超载怒摔3岁孩子”的事件，带
领大家去思考：心理对孩子未来
成长的影响。

如何对待后进生和“学霸”

那么，该“如何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呢？刘妍引入了两部电
影：《放牛班的春天》和《春风化
雨》，并带领大家鉴赏了其中的6
个经典片段。

在每个片段播放结束时，刘
妍便和台下的教师们互动，引导
大家去观察、发现其中的亮点。
例如《放牛班的春天》片断播放
后，大家意识到，对于学习后进生

等特殊学生，需要更多的友善、仁
爱、宽容、正向引导和接纳，以及
不抛弃、不放弃。《春风化雨》的片
断，则是启迪大家要营造宽松的
环境，关注学霸类学生的心理，引
导其体验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意
义、人生的价值，从而突破自我、
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发现和释放
真实的自我等。

如何去发现学生的优势？

“花香花语”的互动游戏将讲
座推向了高潮。

刘妍喊上一个大家熟悉的听
课教师上台当“花蕊”，再邀请 5
个教师上台扮花瓣。然后，“5个
花瓣”分别对“花蕊”赞一个优点，
并讲述这个点赞背后的故事。

互动游戏过程中，5名参与互

动的教师，对“花蕊”教师的赞赏，
有真实的工作场景描述，也有生
活故事，贴切、温馨，充满着友善。

互动游戏后，刘妍又带领大
家一起朗读《当我内心足够强
大》，通过朗读，让大家去发现每
个学生的优势和期待，引导大家

“活出自己，绽放自己”。

刘妍，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株洲市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专委会理事、株洲市
百优教师、株洲市天元区心
理学科带头人。

▲“花香花语”的互动游戏。
通讯员/樊晓杰 摄

▲刘妍在台上讲述“半根棉签”的故事。
通讯员/樊晓杰 摄

相关链接

开场

两部电影的片断

互动游戏

红色血脉永传承
小学生探访抗美援朝老兵

▲孩子们在聆听陈爷爷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 通讯员/欧阳利华 摄

▲张家园社区，孩子们晒出自己
的剪纸作品。 通讯员/张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