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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洪举
虽然政府在引导社会风俗，

培育正确价值观方面责无旁

贷，通过红头文件对盲目攀比

的婚丧嫁娶进行行政干预有其

苦衷。但是，对婚假礼金总额

进行约束恐怕涉嫌管得太宽，

也未必能够落到实处。

其实，对借婚姻索取财物

的做法一直不被法律所认可，

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

索取财物。然而，与其说是法

律的禁止性条款，不如说是倡

导性规定，婚嫁过程中男方给

付女方彩礼是自封建社会延续

至今的风俗，虽曾一度被废止，

但在民间始终顽强存在。假如

武断地禁止婚嫁礼金，很可能

起到适得其反的社会效果。对

此，司法实践并非一概地对婚

嫁礼金说不，根据有关规定，

返还彩礼需符合以下情形，双

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或者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

共同生活，或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后两种情

形还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也即，如果夫妻双方稳定地维

持着婚姻关系，不管男方给付

多少礼金，都是不能索回的。

毋庸置疑，各地的婚嫁礼

金一路攀升，部分农村家庭因

高昂礼金变得一贫如洗。其背

后固然有错误价值观引导下的

不良风气作怪，但更深层的原因，

恐怕与经济高速发展下贫富差

距带来的不安全感有关。而且，

随着观念的更新，很多父母并

非单纯地将礼金据为己有，而

是将礼金用于共同购置房屋等

夫妻财产，或扶持夫妻创业。

地方政府发文约束彩礼，

实践中极易被架空，给付礼金

都是男女双方父母在媒人见证

下进行，给付多少，他人无法

知晓，除非婚约撤销或夫妻离

婚，基本无人会请求政府干预。

假如政府强行干预，确保礼金

上限落到实处，会出现以下尴尬：

一则，可能帮倒忙，让本来顺

利的婚约“变黄了”；二则，本地

女子为过上好生活，可能纷纷

外嫁，加剧本地男子娶妻难。

平心而论，是得遏制一路

走高的彩礼金额了，政府进行

适当干预也并非一无是处。但

婚约礼金问题终归还是民间习

俗，适当引导进而移风易俗无

可厚非，一旦过度干预，既可

能力不从心，更可能适得其反。

特约记者  赵铁梅 通讯员  徐佩余
  一条微信的魔力有多大？有时，它

能换来你的一抹微笑；有时，它能挽救

一个家庭。

去年的 10 月，对家住益阳市赫山区

兰溪镇蒋子缎村的欧阳友军一家来说，

可能真是应验了那句“祸不单行”。

今年 41 岁的欧阳友军和 36 岁的妻

子钟花育有一双儿女。女儿兰兰（化名）

14 岁，就读于赫山中学八年级；儿子 6

岁，读一年级。他们在兰溪镇做快餐生

意，养活一家。因为女儿成绩一向不错，

两人决定让女儿到城里读初中，并迁到

附近的镇上做生意。

夫妇俩起早贪黑，每天清早开着自

家的三轮车前往面粉店拿面粉，然后赶

往人口集中地段做流动早餐，完后再回

到固定地做快餐。虽然生活依然不富裕，

但夫妇俩也满足这种家人健康、生活稳

定的日子。

去年 10 月 13 日，欧阳友军夫妇像

平常一样先是去拿面粉。然而当钟花

拿着面粉走斑马线过人行道时，忽然

被一辆车撞倒。经医院诊断，钟花身

体右侧多处骨折，右侧的腓总神经损

伤，生活进入完全不能自理状态。因

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均已年老多病，欧

阳友军只得留在医院做陪护。虽然治

疗费用有肇事车辆赔付，但一家人却

没有了生活来源。

而到了去年 12 月 31 日晚，灾难再次

降临到了这个家庭。欧阳友军在妻子病

床边忽然喷血不止，当夜转送益阳市中

心医院进行急救。一个晚上就用去了借

款三万多。因是肺动脉挫伤大出血，病

情很严重，又住进了长沙湘雅三医院的

重症监护室。可是，面对高达 30 多万

的医疗费，还在病床上的钟花彻底懵了。

原本答应过完元旦节就给女儿交拖

欠的生活费的钟花，不得不强打精神“主

持正事”，给女儿班主任罗兰英老师打

电话解释。

罗兰英听后，既为这个家庭的遭遇

唏嘘不已，又忙安慰对方，并表示一定

会想办法来帮助。罗兰英很快写了倡议

书向全校师生求助，同时， 罗兰英把倡

议书发在了班级家长微信群。

没想到，家长们纷纷响应，并且在

自己的朋友圈转发。一周内，本班和兄

弟班级捐款超过 1 万元。很多学生向父

母提前支取了自己的压岁钱全部捐赠。

微信也恰巧被当地红字会的负责人

看到，他们和“一路随行”志愿者协会

一起开展募捐救助活动。仅仅 4 天的时

间，该协会会员捐款万余元。其中一名

会员将倡议书在自己的微信群转发后，

许多朋友积极响应。特别是一名远在广

州的益阳赫山籍朋友当即打来电话，表

示先捐助 10 万元，并承诺将承担兰兰

以后学习及在校生活的一切费用。

截至发稿前，兰兰写了一封给学校

及爱心人士的感谢信：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一定不会忘记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

社会爱心人士，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珍惜时间，励志成才，

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为社会、为人

民作出最大的贡献，同时，也会怀着一

颗感恩的心把这爱的火炬传递下去。”

婚嫁礼金总额不超6万元
最近，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出台了《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遏制婚丧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施细则（试

行）》文件，以 10 条刚性规定遏制婚丧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比如：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 6 万元。包括普通
群众都得遵照执行。

连日来，一些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等行为得到有效制止，此事也成为了金阳县广大群众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规定出台
这份文件于 2015 年 12 月

出台，对象包括普通老百姓

在内；其中规定：凡是在金

阳县境内工作、生产、生活

的各族各界干部、职工、村

组干部及广大村（居）民群众，

都要喜事新办，反对婚嫁赠

与高额礼金及铺张浪费；丧

事简办，反对薄养厚葬及大

操大办。

文件规定喜 事新办。本

人或子女依法缔结婚姻关系

时，双方家庭按照民族传统、

婚嫁习惯自愿赠与的婚嫁礼

金总额不超过 6 万元。婚嫁

宴席只能办理一次，宴请亲

朋不超过 69 桌，提倡礼轻情

意重，不送高额礼金。

丧事简办。杀牛的数量

原则控制在 5 头以内，最高

不能超过 10 头，宰杀 6 至 10

头时须报批。严禁在丧事活

动中撒钱、撒物，严禁搞有

损社会公序良俗的装扮、打

闹、游街等庸俗活动等。

为何出台？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地一

些机关单位干部职工每年用

于宴请活动的开支平均约为

4000 ～10000 元，有的家庭

年均随礼金额高达 2 万～3 万

元，少数甚至高达 5 万～ 6 万

元；乡村群众开支约为 2000

～ 5000 元， 让 广 大 干 部 群

众不堪重负、苦不堪言。以

前，在当地相互攀比现象严

重，一次结婚办下来花费少

则几万元，多则十余万甚至

几十万元，一次丧事办下来少

则数 万，多则十余万，有的

甚至杀几十甚至上百头牛，为

了“面子”不惜举债盲目攀比，

不仅浪费，还影响社会风气。

目前，这项政策已宣传到

村、组、户，指导基层村（居）

民自治组织因地制宜制定完

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各

村（居）民委员会组建监督

委员会或红白理事会，指导村

（居）民合情合理合法举办婚

丧嫁娶活动并及时发现、监

“规范婚丧酒席”意义大于争议
文 / 汪昌莲
中国一向被称为“礼仪之

邦”。遇上“婚丧嫁娶”喜庆事

宜，邀请一些亲朋戚友热闹热

闹，原本无可厚非。然而，随

着人们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掀起了

一股乱摆宴席和乱发请柬的歪

风；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借

子女升学、乔迁新居、老人做

寿、孩子庆生等乱发请柬、大

摆宴席、广敛钱财。这股人情

风的滋长和蔓延，不仅败坏了

社会风气，更损害了政风党风。

鉴于此，从中央到地方，

以“限宴令”为突破口，不仅

只允许“婚丧嫁娶”设宴，而

且限制了桌数和人数，并实行

设宴报备制度。相比之下，四

川凉山州金阳县的“限宴令”

更严厉，标准更具体，也更具

可操作性。如不仅规定了婚丧

酒席的桌数和人数，而且限制

了礼金总额、用车数量及杀牛

数量。然而，对于金阳县的“限

宴令”，有网友认为政府管得

太细了，存在公权干涉私权之

嫌。

殊不知，金阳县的“限宴

令”，也保留了“婚丧嫁娶”等

重大个人事项，非但不存在公

权干涉私权，反而实行了人性

化操作，既尊重了少数民族风

俗，又表明了反对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倡导厉行勤俭节约

的鲜明态度，折射出了政令宽

严有度。同时，对党员干部的

监管和查处更严格，如责令作

出检查、诫勉谈话、免职等。

这是因为，党员干部是社会优

秀示范群体，理应在执行党纪

政纪上先行一步，更应该在执

行“限宴令”上做出表率。

可见，规范婚丧酒席，意

义大于争议。既然借“婚丧嫁

娶”大收礼金、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等不良习俗的危害早已

被大家公认，那么，不管是党

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均应

移风易俗，喜事新办。管理和

查处仅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为

了规范和倡导人们移风易俗办

喜事。虽然办喜宴、送贺礼自

古有之，但是讲究的是个“情”

字，主要是起到沟通感情的作

用，形式更重于内容。只有保

持文明节俭的优良传统，婚俗

和礼仪才能得到有效传承，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远离物

质化和功利化。

政府发文约束婚嫁礼金是否管得太宽

一条微信，
挽救了一个家庭

县政府发文：

■凤眼时评

督、制止不良风气。

如何执行？
 1 月 24 日，记者从金阳

县了解 到， 在 执 行 过 程中，

将规范婚丧嫁娶事宜纳入全

县党风廉政建设年度目标考

核管理，实行“一票否决”制。

并建立了举报制度、设立举

报电话，加强群众监督，对

出现违规操办婚丧嫁娶事宜

的单位或部门“一把手”，将

采取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

话、免职等方式处理，一般

干 部 职 工依 照 相 关 规 定 处

理。 记 者从 金阳 县了解 到，

严禁攀比铺张，执行情况和

享受的富民惠民政 策挂钩，

若村民不按规定办理，将取

消享受一系列惠民政策，比

如违反就不再发放各种补贴

等，通过相应的行政手段进

行干预。

 （ 据 1 月 25 日《 成 都
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