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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龄龄男男女女也也曾曾为为爱爱痴痴狂狂
七夕来临，奈何“剩”字当头，婚姻观念变化、压力大等导致剩男剩女多

七夕话题

从“无才便是德”
到“三高剩女”

张欣欣是滨城区某事业单位
公务员，今年30岁，毕业于省内某
重点大学。平日里张欣欣喜欢约
上自己的“闺蜜”李冉泡咖啡厅，
两人从天文地理到穿着打扮无话
不谈，而回到家她们却成了“闷葫
芦”，不愿与父母说话，生怕哪句
话说不好就引到了结婚的事，而
这也正是她们这些大龄青年最不
愿触及的话题。

张欣欣是独生女，父母都是
退休干部。她笑言，琴棋书画除了
没学围棋，都学过。为了塑形，她
妈妈甚至还让她学过一段时间的
芭蕾舞。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窈窕
淑女硬是在婚姻大事上让父母急
破了头。从五年前张欣欣研究生
刚毕业开始，父母便催促她赶紧
找对象，早点结婚。每次说到这
个，张欣欣都借故避开，说话间还
做出双手挠头的姿势。到现在五
年过去了，她的婚事好像成为某
种“家庭禁区”，父母已经很少当
着她的面谈论这个话题。因为父
母知道，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强扭的瓜不甜。

李冉比张欣欣小一岁，但是比
张欣欣早工作三年，算是职场“老
人”了，是典型的都市白领。谈到结
婚这个话题，她得意自己比“闺蜜”
有年龄优势，“她都不着急，我更不
急了。”像张欣欣和李冉这样的大龄
女青年在滨州并不算多，但是她们
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实事求是地
说，我们平时工作不算忙，平时经常
参加各种聚会，但是一直没有合适
的。谁不想有个童话般的爱情呢？”
张欣欣说她还没有找到自己期待中
的“白马王子”。

倒是李冉的父母曾经为她安排
过几次相亲，除了跟其中一个公务
员约会过一次，其他都被她当场拒
绝了。用她的话说就是还没玩够。

“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生子，凭什么
呀！要不是看朋友的面子，那次约会
我才不去呢。”

追求爱情
但观念发生变化

李冉单位的一位女性副总毕业
于名牌大学，从普通职员做起，现在
事业有成，却因感情问题与丈夫离
婚。这位副总的丈夫是一个体老板，
当时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由于
年龄缘故，认识没多久便结婚了。但
是婚后他们却发现双方文化层次上
的差异太大了，加上性格不同，导致
感情越来越淡。“一开始都认为是很
般配的一对，但是还是分手了，
我可不想像他们那样。”
李冉对他们的态度
从羡慕到庆幸
自 己 来 了
一 个 一
百 八
十
度

大
转
弯。

张
晨 今 年 3 2
岁，按当前某
种说法就是不胖
不瘦、不高不矮，凭借
着出色表现，现已成为滨州
市某单位科级干部。提到父母，张
晨一脸歉意。“我父母现在看到抱
小孩的老人，心里真可用羡慕嫉
妒恨来形容。羡慕嫉妒别人都结
婚生子了，恨我到现在还不成家。
我有什么办法？”张晨一脸无奈。
为了让他早日找到对象，在农村
的父母倾其所有为他买上楼房，
到处托人打听合适自己儿子的女
孩。但直到今天，张晨还是孤身一
人。“男人就得承担责任，不甘落

人之后。这样不但生活衣食无忧，
找对象也有资本。

注重感情至上
无奈父母“棒打鸳鸯”

“其实我也曾经爱得疯狂，什么
都不要地愿意跟他走。现在年纪大
了，却反而变得势利起来，房子、车
子、票子，样样都得有。”被记者问到
现在找对象的标准如何时，32岁的

“剩女”周女士淡淡地叹了口气，“一
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人

们对婚姻的最高理想。就算在现如
今一个情感多元化的社会里，很多
人尤其是女孩子心底最深处还是想
找一个“最爱的”人结婚，周女士也
不例外。在大三那年，周女士把同班
一名心仪的男孩带回滨州见父母，
希望得到祝福。家境优越的周女士
家人一见到男孩就给予否定，认为

他非滨州本地人，且家境贫寒。没多
久，自尊心受挫的男孩就主动提出
分手，周女士为此痛苦了很久。“在
我心里，我一直想找一个最爱的人
结婚，否则结婚没有意义。可父母追
求门当户对，拆散了我们，他们的初
衷也是希望我以后过得好，我能理
解。可上次的感情太刻骨铭心，以至
于我现在都不敢相信感情了。”

大学毕业之后这几年，家人、朋
友陆续给周女士介绍过几个对象，
却都没有合她意的。“感觉离开校园

后，就很难碰上那种单纯对你好
的人了，现在都是在匹配

条件，权衡利弊。”周
女士说，“不敢

再 相 信 感
情 ，可 生

活又不
安
全，
我

总
归

是 要
嫁 人

的 ，能 怎
么办？”
迫于家庭、

社会的压力，周女士
很无奈，这几年来不得不

改变自己对婚姻的理解。“就现
在来说，我年龄已经不小了，再找一
个最爱的人结婚几乎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可靠的男人，而不
是最爱的。”

接触外界少、压力大
导致交际圈缩小

在之前本报举办的一次相亲大
会上，记者多次看到一些条件优秀
的男生性格内向，即便鼓起勇气参
加了相亲大会，也不敢主动跟女孩

子说话。高杭就是其中一位。他长得
不错，有一份稳定高薪的工作，今年
34岁就已经有房有车，是不少女孩
眼里的理想对象。可他却宁肯一个
人周末在家上网或者骑山地车一个
人骑行享受生活，也不愿意跟女孩
子单独相处。通过本报今年3月份举
办的相亲大会，一位女孩主动联系
了他，之后两人开始交往。然而交往
时他总是很害羞，常常不敢看女孩
的脸，说话也开始结巴。无奈一个月
前女孩提出了分手。对于七夕这样
的日子，高杭一笑了之：“每天都要
上班、开会，工作都忙不过来了。没
时间、没对象，这样的日子对我来说
不过是最普通不过的一天。”

高杭之所以被“剩”下除了跟
他性格内向有关之外，还跟他喜
欢“宅”在家里有关。能够在网上
聊天的绝不打电话，能够打电话
说明的绝不见面，能在家上网参
加活动的绝不踏出家门一步，这
些几乎成了现代上班族的通病。
再就是，没时间、没精力也是造成
部分“剩男剩女”们交际圈缩小的
原因。

今年55岁的赵女士就天天为自
己儿子的婚事发愁。赵女士告诉记
者，他儿子今年31岁，拥有西南大学
硕士学位，目前是一位国家公务员，
收入稳定。可如此好的条件至今还
没有找到女朋友，这让赵女士头疼
不已。问其原因，赵女士说儿子学的
是计算机专业，大学班级里男生
80%多，女生不到20%，跟女生的接
触少。上班之后，工作环境也是以男
性为主，很难接触到同龄的异性。

“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我跟他爸都
是农民，之前经人介绍的，对方一听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就都打了退堂
鼓。”

赵女士介绍说，他们家是惠民
的，就住在村里，儿子上班之前也是
在滨州租房子。去年因为房子问题，
儿子结束了一段恋情。无奈，今年赵
女士一家人东拼西凑，付了首付给
儿子在滨州买了一套房子。“这样一
来，我们的日子就过得紧了点，不过
没关系，只要儿子能找到自己称心
如意的姑娘我就心满意足了。”赵女
士笑着说。

本报记者 王晓霜 赵树行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这个中国的情人节现在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可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传统性别、婚婚姻观念上的变
革和多元化，在七夕这个节日，依旧有很多单身的人们自己度过这个节日，而且很大一部分人被冠以“剩”一族。他们们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
高职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却迟迟没有踏入婚姻的殿堂，而逐渐成为大龄青年。剩男剩女们越来越多，不仅让父母担心心，自己心里更着急。
为此，在七夕到来之际，记者调查采访了部分所谓的“剩男剩女”们，结果显示，女性对平等的过度追求、父母注重门门当户对、交际圈子小成
为单身的主要原因。

研究脱腥技术
发展独立品牌

“咱们传统的虾酱闻起来腥味很
重，尤其是夏天，光闻就没有食欲,而

我们的虾酱却是鲜而不腥。”滨州妙
迪食品公司总经理杨振波拧开一瓶
虾酱放在桌子上。

据了解，2005年之前，杨振波一
直在东营经营野生菌生意。“一直在

外地做生意，久了之后，总想回家发
展。2005年回到无棣，当时酒水、食用
油等产品在无棣都已经成了独立的
品牌，我就想做一个自己的品牌。”经
过一番考察，杨振波发现虾酱是一个

“万人嫌、没人要”的产品，就琢磨着
把虾酱做成无棣的代表产品。

2005年6月，杨振波注册了公司
和产品商标。创业之初，杨振波在家
里建立起小作坊，选材料，调配方，再
熬制。虽然规模小，但是零售量不错。

“我不想它只是一个养家糊口的生
计，我想做成品牌。就像大家听到海
尔就想到青岛，我也想让虾酱成为滨
州的标志。”从2005年开始，杨振波一
直摸索、尝试。仔细挑选选材料，并按
比例一斤一两的称好，用小锅灶熬
制。每次调配出新产品，杨振波都让
亲朋好友来试吃，虽然大家都称赞产
品的口味很好，但是杨振波总感觉比
想象的多了一种腥味。从2005年到
2012年，七年的时间，经过一次次的
改良，杨振波最终研究出脱腥虾酱，
创立了妙迪品牌。

用品牌拓展市场
用慈善回报社会

在公司创建之初，虾酱产品还不

被认可，许多无棣的特产品商店都拒
绝代销。滨州妙迪食品公司选择了20
多家特产店，只有两家店答应代销。

“也是因为这两家店，才有了现在的
妙迪金酱。”杨振波说，“现在无棣已
经有100多家中小超市，30多家特产
店在销售我们的产品。”

2012年底，在第十届山东省旅游
商品创新设计大赛中，滨州妙迪食
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妙迪金酱”荣获
铜奖。自从创建了独立的品牌，许多
慕名而来的商场找到妙迪公司，希
望通过自采的方式销售妙迪产品。
并有淘宝商要货，在网上经营。据统
计，2013年上半年，滨州妙迪食品公
司营业额每个月增长30%。“目前公
司算是走上正轨了，滨州六县一区，
淄博、潍坊、东营、聊城等地都有了
我们的产品。下一步我们准备全面
打开山东市场，预计中秋节之前完
成。”杨振波说。

“企业做大做强就是为了回报社
会，企业的钱就是来自百姓的。虽然
企业不大，但是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
人，我也是想伸一把援手。”杨振波
说。“我正准备捐助几个大学生，希望
他们通过我的帮助能够获得更好的
前程。”

中小微企业记者行

为了全面展示滨州市中小企业
风采，本报联合滨州市中小企业局
共同开办“黄蓝两区中小微企业记
者行”专栏，栏目秉承服务滨州经
济、推动企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对滨
州市中小企业的风范成绩、领军人
物、特色品牌、先进技术、一线职工
等进行全方位的展示与宣传，了解
企业发展状况，用企业反映行业，用
镜头和文笔展示企业文化，为企业
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即日起，
本报也面向全市征集有意展示成就
风采的中小微企业。

专栏负责人
滨州市中小企业局规划发展

科：张秀涛
齐鲁晚报·今日滨州记者：李运恒

专栏联系电话：18654399035

专栏电子邮箱：1471052538@
qq.com

“黄蓝两区中小微企业记者行”之走进滨州妙迪食品有限公司

““妙妙迪迪金金酱酱””将将全全面面打打开开山山东东市市场场
从一家零售的传统虾酱小作坊，到如今批量生产的海鲜酱制

作公司，滨州妙迪食品有限公司把老百姓饭桌上“土里土气”的虾
酱打造成滨州人响当当的海鲜酱品牌。2012年底，滨州妙迪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妙迪金酱”在第十届山东省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
中荣获铜奖。妙迪食品有限公司预计中秋节之前打开山东省内市
场，并努力把妙迪食品做成山东省甚至全国的海鲜酱知名品牌。

员工正在贴食品标签。

蔼案

本报见习记者 王茜茜 王领娣 通讯员 王建军 徐呈英 李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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