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过了元旦，春节就近

了。杭州钱江小商品市场里，一

些喜庆用品店铺门口挂着灯笼，

摆着彩树，店里望去都是红色，很

是抢眼。

福字、挂饰、灯笼等新年装饰

品中，龙的图案已经取代了兔的

样式。

一位老板说：“今年都是龙的

元素。”至于畅销品种，他淡定地

说，“年年都差不多的。”在形形色

色的龙玩偶中，有一个大型的，老

板娘推荐，这是她这家的招牌，摆

在店门口，“别的店都没有。”

除了新年装饰，婚庆用品也

红红火火。不少店面的入口都摆

着婚礼用的茶杯、盘子、花饰摆

件、子孙桶等。

许多新人选择在年前办婚

礼。婚庆用品面前，不少人在挑

选。春节将至，宴请宾客也不会

少，有些消费者在食品区、碗筷店

挑选。

食品摊位前，有顾客在试

吃。香肠、酱鸭、虾干、麻花等摆

得满满当当。有顾客准备买千岛

湖醉鱼干，家属在后面提醒，她

说：“知道的，我少买一点先试

试。”他们打算吃着好，等过年时

再多买些。

本报记者 徐婷 俞刘东

过年氛围渐浓

小商品市场
堆满“长”角尖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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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 年味寻寻

又是一年新春到，每逢佳节被催婚。回家过年遭遇“花式催婚”，成了很多单

身青年这几天不得不面对的“固定节目”，也让春节走亲访友变得“压力山大”。

要不要回家过年？如何逃避和长辈的饭局？如何拒绝相亲⋯⋯一个个热门

话题的背后，是年轻人面对催婚的焦虑。

在老一辈眼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青年男女到了适婚年龄找对象结婚是

自然而然的。看着儿女的年龄一年年增加，却迟迟无法迈入婚姻，父母们的焦虑

也是与日俱增。

在杭州，就有这么一个聊天室，专门为单身青年男女父母提供儿女婚恋择偶

信息互换、婚恋问题解决指导服务，疏导他们的焦虑情绪。

这就是从 2021 年起，杭州市妇女活动中心面向单身青年男女父母群体推

出的“爸妈聊天室”。

今年71岁的庞月华，就是“爸妈聊天室”的公益红娘，而且还是一位有着40

多年经验的资深红娘。

每到年关，杭州这个专给单身青年父母做咨询的聊天室特别忙

“家长热火朝天，孩子冷冷漠漠”，资深红娘说：

不要急，不要催，多尊重孩子的选择
本报记者 盛锐 通讯员 俞晓莉 叶星颖 范一斐

“明明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但为什

么他们就不愿意呢？”几乎每一个来到聊

天室的家长，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安排相亲，不断催婚，甚至亲自跑去

相亲会“物色”儿女的另一半⋯⋯在家长

看来，自己为了解决儿女的个人问题操碎

了心。

但是在庞月华看来，他们很多做的都

是无用功，甚至是“负作用”，“家长热火朝

天，孩子们却冷冷漠漠。”更多的时候，父母

只考虑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却忽视了儿女

的想法。

庞月华记得有一位母亲来给儿子相亲，却

自始至终没有见过她儿子。当庞月华提出，希

望可以和她儿子聊一聊的时候，她却一直说，

“他很忙的，我了解我儿子的，没事的。”

从提要求，到找相亲对象，这位母亲忙

前忙后，只有先过了她的眼缘，才能让她儿

子去接触。但是，不合眼缘、住得远、工作

不好⋯⋯每次儿子都能找到回绝的理由，

“其实，她儿子的个人条件，以及家里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的。”

沟通，在庞月华看来是第一要务，“家长认为好的，并

不一定就是孩子认为好的。”

“结婚不是买衣服，可以一件件试，试错了，对双方来

说都是伤害。”庞月华就记得曾经有一对年轻人，在父母的

撮合下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最后还是离了婚。他们后来

各自又组成了家庭，有了孩子，但是对于两个人的孩子来

说却是不公平的，从小少了父母的关爱，并最终酿成悲剧。

“多坐下来和孩子们聊聊天，不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更

应该正式一点面对面地聊。”庞月华表示，家长可以从自己

的角度提出建议，但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是要孩子自己定

的，“尊重孩子们的选择，生活总是要孩子自己过的。”

急，也是每一个来到“爸妈聊天室”家长的常态。

“逼孩子去相亲，甚至每周安排四五场，最后大吵一

场，搬出家去住。”在庞月华看来，这种急只会加重孩子的

不满，并加深家庭内部的不和谐。

曾经有一位来到“爸妈聊天室”的家长，连着大半个月

一天到晚给庞月华打电话，催着她给自家的女儿介绍对

象，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

沟通下，庞月华了解到，女孩有自己的想法，希望先以

事业为重，虽然也介绍过两三个，但最终也没了下文。

前不久，庞月华收到了女孩的短信，称自己要结婚了，

“老公比她小五岁，自己找的。”

“家长热火朝天，孩子冷冷漠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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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庞月华确实也感觉到了相亲变难了，“二三十

年前，那是介绍一对成一对，现在可能要几十个才成一对。”

在庞月华看来，当下的生活节奏变快，工作压力增加，

“比起我们那会儿，现在的孩子辛苦太多了。”

时代在变化，家长们的想法也要跟着变一变，“催婚，

不如多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

40多年来，庞月华形成了一套专属的“红娘流程”，先

和单身青年聊聊，再物色合适的相亲对象，“在他们的交往

过程中，我也会持续跟进。如果谁遇到问题了，及时开导。”

“不是介绍双方认识，任务就完成了，这是很多家长的

误区。”庞月华解释道，很多未婚的年轻人对于处理恋爱关

系、婚姻关系没有经验，有的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或者一点

不理解就没有继续走下去，“这就需要家长们通过自己多

年的经验去帮助他们。”

比如，有一对年轻人在庞月华的介绍下认识，男

方是内蒙古的，女方是浙江人，“北方人爱吃大蒜，

女生不排斥，但主观上还是不太爱吃。当时我就

提醒男生，南方人不太爱吃大蒜，可以少放一点。

这样一个细节，让女生好感倍增。”现在，这

对夫妻还经常通过微信，给庞月华发他们

的生活日常。

当然，真不合适、走不下去的，庞月

华也不会强求。

在家里，庞月华更是儿子的“专属咨询

师”。虽然都已经有了孙辈，但生活中遇到

磕绊，儿子总还是想着来找她聊一聊，“家里

就有一个专业的家庭婚姻指导师，各种情况

最了解了。”

基于案例和发生的事情,庞月华会

通过逻辑给儿子盘一盘事情的起因、经

过，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处理得

他自己来，不过每次他都很感谢我。”

在庞月华看来，每个父母都是孩子生

活最好的助力团和智囊团，“数十年什么

风雨没有经历过，恰当而又合理的建议，

能让生活更幸福。”

“催婚，不如多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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