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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商商河河，，讨讨个个媳媳妇妇不不容容易易
十对相亲难成一对，彩礼钱3年涨了近五万

近日，一则“安徽男子
不堪彩礼重负跳楼自杀”的
新闻引起了商河人的热议，
大家在反思男子做法有失
理智的同时，也纷纷感叹

“讨个媳妇不容易。”其实，
在商河的不少农村，“讨个
媳妇”也挺难。“农村到处是
穷汉，讨个媳妇真困难，如
今彩礼十几万， 其他花费
还不算。”纵是笑言，也是商
河大部分农村的娶妻现状。
找媳妇难，相亲成功率太
低，十对相亲难成一对；娶
媳妇难，彩礼钱逐渐增长，
即将突破十万大关。父母挣
了半辈子难为儿子娶妻，农
村娶妻越来越成为一件难
事。

眼下，正值农闲，不少家里
有适龄男孩的家长已经开始张
罗给孩子相亲了。龙桑寺镇袁
家村的王女士说：“我儿子今年
22岁了，还没有对象，我现在就
开始找亲戚朋友帮忙找对象了，
先联系好，等着孩子过年回来的
时候，就可以直接相亲去了。”在
王女士周围，年轻人从20岁就开
始相亲，几乎年年相亲。

由于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
很少回家，春节是孩子们相亲
的“黄金时期”。为了能在“黄金
时期”里抢占先机，王女士提前
3个月就开始准备了。据王女士
描述，她从去年春节开始让儿
子相亲。大年初二就开始找人
说媒了，但问了两三户人家的
姑娘，都表示有了相亲对象，一
打听才知道人家早在过年前就

联系好了。王女士说：“我今年
可得早点，要不然好姑娘都让
人家给相去了，我们村里不少
人现在就开始张罗了。”

家长们张罗的起劲，年轻
人对于相亲还是比较“淡定”。
沙河乡的李凯说：“我妈老催我，
我觉得这事急不来。”26岁的他
已经有5年的相亲历史，相亲多
达20次。据他描述，他们乡镇上

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男青年，几乎
年年除了过节，现在“中秋节”
和“国庆节”这样的假期也都会
被家长安排上相亲。很多人过
年那几天甚至一天跑好几个场，
但是几年下来，依旧单身。李凯
坦言“对于相亲这件事，家长比
我们急，我们年轻人觉得慢慢来
就行。”李凯周围不少人感叹“相
亲年年有，奈何总不成。”

李凯之所以“淡定”，是因
为在李凯的眼中，这样的相亲
成功率太低，除了两人脾气性
格外，再加上家庭情况等问题，
结果十对相亲难成一对。他周
围通过相亲结婚的朋友，大多
数都是相亲三次以上才成功，
还有很多人相来相去还是光棍
一条。

李凯谈到了一件趣事，有
一次他去相亲时，女方竟然对

他说“你有话赶紧说，我后面还
有两个人要相呢。”李凯听后哭
笑不得，他无奈地说：“在商河
的很多农村，确实会遇到这样
的情况，僧多肉少，女生相亲的
选择性很大。”在他的村子里，
90年前后有10名左右的年轻人
还没有结婚，其中男生有八名，
只有两名女生。李凯笑着说：

“就算三个配一个还得剩下俩
呢，有时候三五个男生等着相

一个姑娘。”
为什么相亲越来越难？市

民李女士说：“是不是因为性别
比例的问题，商河的很多农村
重男轻女现象都很严重。”据
了解，1990-1991年出生的男
女性别比例在110左右，但从
性别比例来说，相亲不至于如
此之难。

怀仁镇的信女士一语道
破天机，她说：“现在很多农

村小姑娘都往外地找，留到家
里的越来越少了。”据信女士
分析，现在的农村人越来越开
放，嫁女儿也不再以“十里八
里”为戒，她的大女儿就嫁到
了河北。信女士说：“哪像我
们当初啊，必须嫁的离家近
点，现在只要孩子过得好，都
不强留身边，很多女孩都被

‘拐’走了，反而是男孩找不
回媳妇来。”

不少人千辛万苦相亲成
功，要想结婚，还得踏过彩礼钱
这“第二道难关”。近几年，商河
县大部分地方的彩礼钱涨得比
物价上涨要快得多，有的地方
甚至突破了十万大关。从2011
年至2014年三年里，彩礼钱至
少上涨了五万元。

龙桑寺镇李家村的李先生
今年刚给儿子娶了媳妇，儿子
的彩礼为8万。李先生说：“女方
没和我要‘三斤三两’和‘万紫

千红一点绿’，我就知足了。”据
李先生描述，所谓三斤三两，就
是三斤三两一百元钞票，至少
有十三万多，万紫千红一点绿
就是1万张5元，一千张100元
的，再加1张50元的，在15万元
左右。他说：“我外甥找了个菏
泽媳妇，彩礼钱就是三斤三两，
比我多了五万多。”

李先生前年结婚侄子结婚
才花了2万多，他不禁感叹道：

“这涨得也太快了吧，三年涨了

五万多。”在商河的很多农村
里，彩礼钱从3万-10万不止，多
数人会选择31800、66000、88000
等不同金额的彩礼。商河从西往
东有逐渐递增的趋势，李先生笑
着说：“人家都说龙桑寺的闺女
娶不起，前几年3万的事，近几年
得十来万。”他算了这样一笔账，
儿子相亲见面是一万一，订婚是
一万六，彩礼钱是八万，外加上
首饰，宴请媒人，三番五次去女
方家的钱和买家具的钱，估计得

20万左右。他说：“这还没买车，
要是买车我得出去借钱了。”

李先生家里不足四亩地，
收入几乎全来自于他和儿子的
外出打工。他说：“我和我媳妇
从小也比较宠儿子，他刚出去
时也不知道攒钱，从毕业下来
攒了不到3万块钱，剩下的都是
我靠我打工挣得。”李先生笑称

“挣得钱都给儿子娶媳妇了，打
了十几年的工，现在我还是穷
光蛋。”

记者在商河县民政局了
解到，近三年以来，商河的结
婚人数每年成递减趋势，2012
年，有5671对新人登记，2013
年，变成了4824人，2014年减
少到了4274人。商河县民政局
的工作人员说：“其实每年适
婚青年人数变化不大，除了越
来越多人人支持晚婚以外，还
有就是出现了一部分‘恐婚
族’。”

在“恐婚族”中，农村大学

生所占比例较重，与没上过大
学的适婚青年来讲，农村大学
生恐婚比例高达60%。他们更
害怕结婚。去年毕业的张先生
毕业后回到商河，找到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今年与同是商河
的女朋友订婚。他说：“虽然订
婚了，但是我却不想那么快就
结婚，我想再等等。”按照张先
生的想法，他目前最想做的就
是“攒钱”。

谈到结婚，按照商河目前

的风俗，少说也得15万。张先生
无奈地说：“我每个月的工资也
就两千多，靠自己买楼得到啥
时候，结婚花钱也不是个小数
目，自己总得挣点彩礼钱。”张
先生和他的未婚妻都在商河县
城工作，结婚后肯定要在县城
买房子。目前，商河的房价每平
在3500元左右，加上首付，结婚
就得30多万。

他无奈地说：“大学四年，
少说也花了家里6万元，结婚再

从家里拿那么多钱，一想还是
挺害怕结婚的，我和我未婚妻
商量过了，还是再等等吧，自己
再攒点钱。”张先生的同学多数
有他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与
没有上过大学的年轻人相比，
上大学几年一直都在花家里的
钱，却没有给家里带来收入，结
婚又是一道难坎。张先生的未
婚妻王女士笑着说：“他就一直
希望结婚以后生个女儿，怕生
个儿子养不起。”

目前，90后已经到了结婚
生子的年纪，不少91-92段的年
轻人和张先生想法一致，都希
望要个女儿。任女士上个月刚
生了个女儿，她说：“孩子没生
之前，我和我老公就希望生个
女儿，这年头生个儿子真养不
起。”任女士的病房里一共住了
6个人，没生之前，一半以上的
父母希望是女儿。凑巧的是那
天出生的六个小朋友中只有一
个男孩。任女士说：“我们都和
他开玩笑说，以后别吸烟别喝
酒了，赶紧挣钱娶媳妇。”

除了90后小夫妻担心“生
儿子养不起”外，不少要二孩的
夫妇也担心儿子娶媳妇难。在
前段时间，记者做的有关“商河
二孩”问题的调查问卷中显示，
如果有了一个儿子，一半以上
的人不打算再生“二孩”，就是
怕“再生个儿子，娶不上媳妇”。
市民刘女士说：“按现在的标
准，以后给两个儿子娶媳妇，少
说也得五六十万，真怕自己吃
不消。”

李女士提到，他的姨妈有
两个儿子，4月份大儿子刚刚结
婚，花费了25万，小儿子打算
2016年下半年结婚，婚礼钱才
只准备了10万李女士姨妈都已
经57岁了，还和她丈夫整天外
出打工，每年老两口的收入也
就3万多。李女士说：“我姨妈老
和我说得赶紧挣钱给小儿子娶
媳妇，老俩口太累了，我一想要
是第二胎生个儿子我就后怕，
还是不要了吧。”

李女士感叹道：“虽然现在
彩礼高了，但是父母绝对不是
卖女儿，我爸妈嫁我的时候也
没指望我挣钱。”李女士当时收
了4万多的彩礼，结婚后她父母
又让她将3万块钱带回婆家作
为自己的“私房钱”。李女士说：

“嫁女儿多要钱是怕以后我以
后的日子过不了。”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李云云

要是再生个“儿子”

真怕娶不上媳妇

高彩礼让人“恐婚”，农村大学生想再等等

娶个媳妇十几万，彩礼三年涨了近五万

十对相亲难成一对，三个小伙相一个姑娘

整天张罗给孩子相亲，怕晚了没有“好姑娘”急！

难！

涨！

愁！

▲娶媳妇越来越成了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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