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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个 农 村 355 户中有

200 多户‘光棍’……由于性

别失衡、人们婚恋观念的变化

等，导致即使富裕家庭的男性，

也找不到妻子……”2023 年，

一篇出自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

的调研稿件将全国网民的目光

聚焦在常德市石门县。

石门县小镇青年为何不爱

结婚？这些年，47岁的婚介所

女老板黄毅也在找寻答案。

黄毅是常德市石门县易家

渡镇冉家坪村一家婚介所的老

板，最初入行，仅仅是因为太

热心。

多年前，黄毅在石门县开

了一家童装店，因为为人随和，

她很快和周边的邻居熟悉，并

成为好朋友，经常聊一些家长

里短。后来，跟大家熟悉了，

也偶尔有人问她“身边有没有

单身女孩可以介绍”。

热心肠的黄毅立马张罗起

来，物色身边的女青年——

在身边问了一大圈，她惊讶地

发现，居然还有那么多单身！

第一次当红娘，介绍的女

孩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

两人结婚了。按照当地的习俗，

新人夫妻还给“媒婆”送了一

双鞋，以表感谢。

“成人之美”的快乐可是

卖一套童装比不了的！于是，

2022 年，在和儿子商量后，黄

毅决定成立自己的婚介所品牌

“情家母”，并将自家自建房的

一楼布置了一下，又招揽了几

位热心的姐妹，建立了专门的

网站，组建了自己的婚介团队。

很快，有不少的单身青年

和为孩子着急的父母找到了黄

毅，在她这儿登记了信息，“大

部分还是为孩子来的父母，但

单身青年也越来越多”。黄毅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如

果是单身青年自己来报名登记

的，他们寻找另一半的成功率

往往会更高，“因为在这一过

程中，他们的配合度更高”。

随着接触的单身青年越来

越多，黄毅也总结了单身男性

和女性心中想要的对象的样

子：“男生更希望找一个不好

强的女孩子，能够以家庭为主，

但女生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优

秀，但不会限制自己发展的男

生。”也正因为这样的差异，

黄毅说，在她的婚介所登记的

女性，“大部分是 30 至 40 岁

的优秀女孩子”。但她坦言，“同

龄段条件不错的男性却不会去

选择她们”。

一次，一位在长沙工作的

女性找到了黄毅，原来，因为

年龄已经过了35 岁，家里人

越发着急起来，在比对了男生

的条件后，黄毅介绍了一个同

样在长沙工作的男性，“有车

有房，学历优秀，年薪丰厚”。

可女孩不满意男方的身高，因

此，这一次介绍“告吹”。

除了男性和女性对对象的

不同要求，黄毅也关注到，近

年来，年轻人结婚意愿逐渐

减少，为了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她认真地和身边不愿意结婚的

人聊了聊，“工作压力大，结

婚成本高，收入却不足以支持

小家庭未来的发展”，在这样

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年轻人选

择“躺平”，“干脆不找”。

还有不少女孩子告诉黄

毅，自己是因为害怕婚姻带来

的麻烦和委屈，不愿意结婚，

“万一要是遇到了家暴，遭遇

了离婚怎么办”。每当这时，

黄毅都会劝说她们：“不能因

为害怕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

愿意结婚，你们应该要更勇敢

一点，去尝试，实在不行，就

及时结束。”

两年多时间，在黄毅和团

队的努力下，已经有 100 余对

单身青年找到自己的幸福。而

她们这支红娘队伍也被石门县

妇联看到了——今年，在县妇

联、团县委、县民政局等多部

门的指导下，黄毅和团队将定

期举办公益交友活动，为石门

县想要寻找另一半的单身青

年提供更多一个渠道和平台。

扎根基层的公益红娘：年轻人的婚育问题要“管到底”
今年 52 岁的卢映是岳阳

县的公务员，也是“七色之光”

党员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

多重身份中，她最喜欢的还是

公益红娘。自2013 年，中国结

婚率持续走低以来，她就想为

国家做点贡献，“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我们县城单位里的单身男

女问题！”

卢映的公益红娘之旅，始

于对县城体制内女性婚恋状况

的洞察。

2020 年，卢映在朋友圈刷

到了一篇江西财经大学教授的

论文，讲的是中西部等偏远地

区的县域体制内，存在着大量

的大龄未婚女性，一到二十六

七岁，她们便开始承受着来自

熟人社会的催婚压力，而县城

男青年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

上都无法满足这一择偶需求。

看完论文，再环顾四周，她发现，

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青年很

难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似乎是

个普遍问题。

向来热心肠的卢映开始为

体制内青年人的婚恋问题担忧，

很快，机会就来了。2021 年，

她成了一名“红娘”志愿者，在

参与各种爱心活动的过程中，

她接触到了不少单位的男女青

年，也了解到了他们的婚恋需

求。于是，卢映发动起志愿者

协会的其他志愿者，都参与到

“牵线”的这一过程。

在此之前，卢映也热爱“做

媒”。“以前我在县委老干局工

作，有次来了个刚退伍的年轻

干部。”看这小伙子干练上进，

卢映就直接给他介绍了在另一

个部门工作的女孩，后来两人

走入了婚姻。经手的成功案例

不少，在她看来，对体制内单身

青年来说，婚介是他们解决婚

恋关系最有效的途径。

2023 年 10 月， 卢映 就介

绍 了一对

男女认识。

“女方在长

沙有套房，

父母也在

岳阳县体

制 内， 为

了陪伴父

母回到了

县城考编，

男孩出身

农 村， 研

究 生毕业

后回了县城，是家里的独生子，

双方的共同需求，就是找一个

有稳定工作的对象，一起成家、

生子、赡养父母，共同抵御人

生的风浪。”相比起在自由恋爱

中不断寻觅，直奔主题地相亲，

符合物质条件后再培养和谐、

稳定的感情，反而是更高效的

选择。

靠着卢映的介绍，这些年

轻人几乎一“牵”一个准。

“县城里的单身男女都有一

个接受相亲的过程。”卢映说，

20 多岁的时候，大家对另一半

的要求更高，甚至有些盲目，

很容易错过缘分。30 多岁往往

更务实，明白自己要什么，能

奔着婚姻去相处，成功概率就

更高。

当公益红娘的这些日子，卢

映更害怕遇到的是“不期待爱

情”的年轻人。

“有的人工作太忙，有的人

社交圈子太窄，更多的是原生

家庭造成的感情创伤。”卢映

说，这些不期待爱情的青年往

往需要花上很长时间去沟通，

“要从价值观和心理学上攻破，

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于是，为了更了解这个单身

群体，卢映还会自己报班，去

学习心理学，去参与当地民政、

妇联等单位举办的婚恋活动。

今年，卢映给自己定下了

更高的要求——除了关注单身

青年的婚恋问题外，她还想更

了解当地那些结了婚却不愿意

生孩子的家庭，帮助适育家庭

解决问题。

“当今有很多不同因素造成

青年男女不敢生、不能生，那

我作为公益红娘，还得管到底。”

卢映说，不久前，她所住的小

区就有一对曾经她介绍结婚，3

年却无法自然生育的夫妻，“他

们想去做试管婴儿，但费用又

是个问题”。

后来，卢映从岳阳县妇联

了解到湖南省阳光助孕大型长

期公益项目“兰梦计划”，“我

将这样的项目推荐给有需要的

夫妻，能帮助他们科学受孕、

顺利生子，我也算是为国家生

育做贡献啦！”

如今，3 年过去，卢映为

40 余对乡镇单身男女牵线成

功，而红娘志愿者们的规模也

越扩越大，几乎每个村都有涵

盖。

跳出志愿者的圈子，岳阳

县城里的红娘和婚介所也如同

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更多人发

现了县城婚介市场可待挖掘的

“生意”，并加入其中。“对县城

里无数寻找幸福的男女来说，

这或许是对未来人生最‘可靠’

的期许。”

童装店老板改行当红娘，
见证县城青年婚恋之惑

初婚人数和人口数量“双降”、生育率持续下跌……近年来，一系列关于婚育的数据频上热搜，也

引出了国内当代青年婚恋难的问题与困惑。如今，爱情似乎变成了一件奢侈品，成年人不再轻易地谈情

说爱，解决新生代青年的婚恋难题迫在眉睫。

经常把“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挂在嘴边的年轻人真的不相信爱情了吗？也不尽然，据婚恋机构发布

的《中国男女婚恋观系列调查》，61%的非婚青年表示自己仍然相信爱情，愿意走入亲密关系，“拥有一

个家”依然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更多现实原因影响着青年人的恋爱、结婚状况，既有人口性别失衡的社

会大背景，也有经济和家庭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重视婚姻自由和质量的时代，多

数青年将“有无感情”和“婚后生活质量”放在了重要位置，宁缺毋滥是他们的共识。

本期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大众聚焦的城市之外，县城乡镇婚恋市场的火热以及青年人的婚恋百态，

他们有困惑、有妥协、有坚持，但不论是何种情境，他们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如何引导青年在多

样化的社会中保持正确的婚恋观，是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除了“红娘”们，更需要全社会

积极参与。

当前，全国各地已经行动起来。在湖南，妇联“娘家人”，有关部门官方“牵线”，“湘亲湘爱”联

谊交友活动已经让上百对青年人“佳期遇佳人”；在广东、陕西、河南，各地的乡镇陆续设置“红娘奖”，

旨在探索红娘志愿者服务的新路径……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勇敢打开心扉、积极拥抱爱情，不要在“婚”与“不婚”的权衡中，

消磨掉走向幸福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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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映组织青年男女参加各种活动，为他们提供认识的机会。

黄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