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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互动

本报“浪漫寻缘三月三公益相亲会”圆满结束

千余名男女“三月三”寻缘
本报聊城 4 月 14 日讯 13 日，

由本报举办的“浪漫寻缘三月三公益
相亲会”在聊城体育馆拉开帷幕。相
亲活动现场火爆，千余名单身男女赶
到现场寻找意中人，不少前来逛车
展的顾客也临时加入了相亲行列。

通过信息卡区贴条、找人，面对
面详谈、互留联系方式，不少单身男
女形单影只来到相亲会现场、然后
成双成对谈着离开。13 日至 14 日，
齐鲁晚报相亲会又为单身男女举办
了一场邂逅姻缘的浪漫盛宴。

“希望能通过相亲会寻找到我
的另一半，即使找不到有缘人，能多
认识几个朋友也很好。”一位男会员

说。一位家长表示：“我女儿今年已
经大学毕业了，我现在就得张罗着
给她找男朋友的事，趁着年轻还能
多挑挑。”

活动现场，有男女组团帮对方要
异性的电话，也有部分家长看见好
的姑娘小伙直接拽到自家孩子面
前。相亲会上，众多会员带来了亲友
帮忙“长眼”，有些单身会员不帮朋
友看异性信息，反而央求工作人员

“通融”下，给现场报名，或者预约下
次报名。

相亲会会员和亲友众多，忙坏
了一帮工作人员。有几位会员自愿
来当相亲会的“志愿者”，在咨询台

负责解答疑问，给找不到自家孩子
信息卡的父母找“人”。他们说，当志
愿者容易给人留下好印象，注意他
们的人也多了，更容易找到缘分。

13 日，部分报名者因公务员考
试而未到现场，但是代替他们“出
战”的父母组成了相亲团，来到现场
对着信息卡又是拍照又是记录，这
也让现场氛围更加火爆。

此次相亲会报名的“ 90 后”增
加不少，但人气最高、最受欢迎的还
是“ 80 ”后的单身男士和女士。活动
现场的大部分展板上都被贴上了便
利贴，人气高的展板被贴了十几张，
几乎把会员的照片都遮挡住了。

许多市民来到相亲会现场，为自己、家人等寻找合适的对象。

13 日、14 日，在聊城体育馆，1000 多名单身
男女亮相寻缘。茫茫人海中，如何寻找自己中意
的对方？记者调查发现，相亲会上部分“ 90 后”认
为“眼缘”、“第一感觉”最重要，而日趋理智的

“ 85 后”单身男女则更在意对方的“责任感”和
“是否有孝心”。

“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吧。”在现场，记者随机
采访了几位“ 90 后”相亲者，他们大多认为，眼缘
是两个人能不能走下去的第一前提。“毕竟要在
一起过一辈子，一定要看着顺眼。”

“第一个方面就是‘合眼缘’，如果一个人其
他条件都很好，但我没有来电的感觉的话，以后
也很难相处。”一位“90 后”姑娘说。

与“ 90 后”们大多注重“第一感觉”不同，相
亲会上的“ 85 后”们则更看重对方的责任感和是
否有孝心。他们认为，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生活，
责任感应该是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尤其女士择
偶，更要求男士有责任感、有担当。“一般来说，男
士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他没有责任感，没有
担当，怎么能当家做主？”今年 27 岁的周女士说。

“房子和车这些硬件倒是无所谓，如果他有责任
感，愿意撑起这个家庭，我们一起奋斗也可以。”
28 岁，在市区一事业单位上班的小静这么认为。

与父母们的热情和积极相比，单身
男女对待相亲会略显羞涩。其实，面对爱
情和婚姻，单身男女应该勇敢一点，用智
慧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相亲会上，一位母亲说，“女儿一直
没找对象，每次催她，她总是说不着急。
这次相亲大会我帮她报了名，她就是不
愿意亲自来。”

一对中年夫妻帮儿子到相亲大会
上“看看”。他告诉记者，他儿子工作好几

年了，已经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但是儿子
总说以工作忙，对待自己的婚姻大事很
不积极。

其实以上事例并不是个案，相亲会
两天、包括前期相亲会的报名阶段，本
报记者经常看到为儿女婚事焦虑的
父母。更有不少父母向记者诉苦：“孩
子就是不着急，看着别人家的孩子一
个个都结婚了，我们甭提多着急了。”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报名参加

相亲会。”“感觉参加相亲会很丢人。”
“怕遇见熟人。”……记者调查发现，
很多单身男女对待相亲一事过于羞
涩和放不开。婚姻是每个人都需要面
对的，选择逃避或者被动的等待只能
给自己造成被动。在爱情面前有句话
说得很好，“千万别说缘分未到，其实
缘分需要创造！”所以追求自己的幸福
就应该勇敢去追，有爱就应该大声说出
来。

◎记者手记

勇敢一点，向前一步是幸福

“90后”相亲重“感觉”

“85后”看重“责任感”
上周末，由本报主办的相亲大会在聊城体育

馆成功举行。记者统计发现，相亲会上，约七成姑
娘想找个有房的，而本报相亲会男会员中只有不
到三成人有房子。

在不少年轻人看来，恋爱是谈感情，相亲是
谈条件。“现在生活压力逼得大家已经没有多少
精力谈感情了，只能谈谈条件，条件可以就接触，
条件不合适就彼此不耽误。”

房子、车子，相亲时提出来，男士们总说女士
们太过物质。相亲会上，记者曾听一位姑娘说，

“没房还想结婚，那是耍流氓。”
“虽然现实太过残酷，可她相信有情饮水也

能五分饱。”当然，也有姑娘这样认为，可她却又
说，“如果是校园一路谈下来的深厚感情，没房没
车、吃苦受累，只要俩人感情好，我什么都不怕。
可现实却是到了结婚的年龄，却迟迟没等来相爱
的人。既然是相亲，见谁不是见？为什么不选择物
质优渥些的？”

记者统计发现，相亲会千余位未婚适龄单身
男女青年中，报名的男士有房的不足三成，而约
七成左右的女性报名者要求男方必须有婚房、或
者最好有婚房。男士物质条件和女士择偶要求的
巨大反差，折射出都市男女的无奈与尴尬。

七成姑娘想找有房的

不足三成男会员有房

女儿想给母亲找个贴心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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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亲会现场，一位长
相姣好的年轻女孩始终
在一些年纪稍长的男会
员展板前徘徊，还不时记
录着展板上的信息。不同
于相亲会上的大部分男
女，女孩小李说自己已
婚，此次是要为母亲找个
贴心人。

“我父亲在我8岁的
时候就去世了，十多年
来，我母亲始终一个人，
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姐弟
两人养大。”小李说，现在
她们姐弟俩都已经成了

家。她因为工作需要经常
出差，弟弟也在北京工
作，他们都不能时常陪在
母亲身边，辛苦操劳了大
半辈子的母亲是他们最
重要的牵挂。

“知道相亲会的消息
后，我跟弟弟商量了一
下，他也很赞成，就派我
做代表过来相亲了。”小
李说，她母亲今年46岁，
她就想给母亲找个能彼
此陪伴，互相心疼的人，
可以让母亲的后半生有
所依靠，不再孤单。

拒绝家人介绍只相信眼缘

“我很相信眼缘，希
望自己通过相亲会结识
一位有感觉的女孩。”13

日，来自茌平的王先生
说，他自去年就报名了
本报的相亲会，虽然已
参加了多次，但一直没
有找到有感觉的女孩，
他希望这一次能找到一
个真正适合他的“她”。

王先生说，自从大
学毕业回老家工作后，
家人亲戚就开始张罗着
给他找对象。相亲对象
也没少见，但总感觉对
方身上少了一种感觉。
王先生说，他自从去年
报名后，几乎每一次都
会来参加，他在相亲会
上认识了一些朋友，他
相信通过相亲会一定会

找到合适的她。
“我回绝了亲人介绍

的女孩，我只想通过相亲
会自己找，首先得有感
觉，这样才能更能谈得
来。”王先生说，他性格开
朗，平时喜欢看书，为人
处世稳重，以后准备从事
酒店管理工作。他对女方
的职业没有什么要求，只
希望对方能孝顺父母，通
情达理，大学以上学历。

“我在信息卡上写得
很详细，因为不想隐瞒什
么，这样才能更好相处。”
王先生说，他感觉既然想
通过相亲会找到人生的
另一半，报名时就要做到
真实，这是一种责任，否
则隐瞒到最后只能造成
双方的伤害。

大学生刚毕业就来相亲

过去，相亲一直被认
为是大龄青年们的专利，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相亲会的相亲大队中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大学才
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闺女才毕业，工作
还不是很稳定，但小姑娘
不能耽误，要趁年轻赶紧
找对象。”在爸妈的授意
下，一位大学毕业还不够
一年的姑娘，在工作还不
稳定的情况下，加入了相
亲大军。这位小姑娘告诉
记者，“现在谈结婚虽然
还有点儿早，但可以先找
找看。要一起度过一生的

人，结婚之前总要有尽量
多的时间互相了解。”

“工作才刚稳定下来
父母就催着我找女朋友，
想着早点儿定下来就放
心了。”去年毕业现在在
一家银行上班的小伙子
小瑞说。虽 然 自 己 不 觉
得自己到了结婚成家的
年龄，但是周围年龄相
仿的玩伴也都有了女朋
友，于是工作的事情一
稳定，父母就开始催着
他找女朋友。“父母的催
促，也让我觉得压力很
大，所以我才来相亲会
上碰碰运气。”

相亲会现场，男士在寻找心仪对象，并贴上自己的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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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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