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呼和浩特 2 月 27 日电(记者李云平、魏婧宇)春节
刚过，娜仁其其格又忙碌了起来。她每天奔走于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翁牛特旗的牧民家，将自己的民族服饰店接到的订单
分给贫困家庭的姐妹们。

“我之前教 100 多个姐妹学会了蒙古族传统服饰的刺绣
和制作技艺，现在我把刺绣和服饰制作的活分给她们，让贫困
家庭的姐妹们在家就能挣到钱。”娜仁其其格告诉记者，她的
民族服饰店的员工全都是来自贫困牧户的妇女，每人每年收
入 5 万元左右，有的人靠刺绣手艺走出了沙窝子，在镇里买了
楼房。

一个妇女一个家，一双巧手赢天下。赤峰市妇联开展“巾
帼巧手脱贫工程”，建立“巧手姐妹+贫困妇女”的帮扶网络，先
后为 5876 名巧手妇女骨干和贫困妇女提供思想指导、技能培
训和市场跟踪等服务，引导 8000 多名贫困妇女实现创业就
业。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赤峰市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有机结
合，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广大贫困
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精神文明教育。通过旅游、
电商、家政、农牧业示范基地等一系列牵手互助措施，培养贫

困户的脱贫技能，激发贫困户的脱贫斗志。
赤峰市扶贫办主任冯树鑫介绍，欲富口袋先富脑袋，贫困

程度与群众受教育程度及技能水平有很大关系，贫困户如没有
主动摆脱贫困的意愿，政府的包袱就会越来越重，只有催生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才能拔掉“穷根子”，干出新天地。

“以前，我没志气，家庭也不和睦，孩子们都不愿回家。”敖
汉旗新惠镇三节梁村村民辛子青说起自己脱贫前的日子，总
觉得很不好意思。辛子青的妻子常年患病，孩子还在上学，面
对家里的生活重担，辛子青一度是消极逃避的状态，总说“干
不干都是穷，有啥可干的”。

驻村工作队了解到辛子青的情况后，每周找他谈心沟通。
刚开始，辛子青任由扶贫干部一直说，自己靠着墙不答话。三
节梁村党支部书记杨均德说：“我们不断和他讲其他贫困户靠
勤劳脱贫的故事，还教导他孩子一天天长大，爸爸要为孩子做
好榜样。慢慢地他的态度变了，开始主动了解扶贫政策。”辛子
青在村里做起了保洁员，加入合作社养肉驴，还种植了绿豆和
小米等经济作物，2016 年顺利脱贫。

扶贫干部盘腿上炕，了解贫困户的需求，贫困户畅所欲
言，倾诉脱贫的困难与烦恼。赤峰市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注重

温情引领，干部要做到“认门、认人、认亲”，既要了解贫困户
的情况，又要真情实感地进行帮扶，贫困户要做到“记人、记
事、记恩”，有需求联系扶贫干部，同时增强内生动力，拒绝
争贫要贫。

注重贫困户情感需求的温情引领工作，犹如一盏明灯，
照亮了贫困户的心。赤峰市广泛开展“守门人”行动，在各村
挑选志愿者为贫困户中的孤寡老人、留守妇女儿童提供生
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陪伴和生产上的帮助。

喀喇沁旗锦山镇田营子村 84 岁的老人田中海患脑血
栓后遗症，和视力仅为 0 . 1 的老伴相依为命。同村的张素
霞、曹玉花成为田中海夫妇的“守门人”后，除了在生产生活
上照顾老人，还尽量满足老人的情感需求，动员常年在外打
工的子女回家过年并凑钱给父母买了一头猪。在“守门人”
的帮助下，老两口过上了久违的团圆年，新一年的收入也有
了保障。

“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还要让
老百姓精神富有。”冯树鑫说。赤峰市通过巾帼扶贫、温情引
领、乡风文明建设等措施，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
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

欲富口袋 先富脑袋
赤峰：精神扶贫激发脱贫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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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7 日，比赛结束后，乌英苗寨的年轻人聚在
一起用餐庆祝。

春节期间，一场热热闹闹的篮球比赛在位于黔桂交界处的乌英屯举行，返乡的青年和学生用快乐健身的方式欢度新春
佳节。

乌英屯共 140 户人家，其中 100 户属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贵州省从江县翠里乡南岑村，这里的
苗族同胞深爱篮球运动，每年春节都组织篮球比赛。2016 年，当地政府为乌英屯修建了新的灯光球场。

今年的比赛，从 2 月 16 日持续到 22 日，共有 6 支队伍参赛。2 月 17 日当天比赛结束后，队员们开展聚餐、唱歌、吹芦笙
等活动。由落败的队伍负责集资购买一头猪，获胜的一方提供酒水。

因地处偏远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缓慢，目前，乌英苗寨还有超过一半的村民是贫困户。当地党委政府在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努力改善乌英屯的公共基础设施，丰富苗族群众生活。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 2 月 17 日，乌英苗寨的年轻人在篮球比赛中。

乌英苗寨的球赛

22 月月 1177 日日，，乌乌英英苗苗寨寨的的年年轻轻人人
在在篮篮球球比比赛赛中中。。

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记者张志龙、李劲峰、陈尚营)春
节期间，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出现“相亲热”。记者在山东、湖北、安
徽等地乡村调查发现，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问题突出。

有女青年一天见 5 个相亲对象

31 岁的安徽省潜山县人陈林在南京一家大型物流公司打
工，春节放假回农村老家。仅到正月初三，家里就给他安排了两
次相亲。初七，他又去邻近县跟一个亲戚介绍的女孩见面。

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的妇女李琴常常为周边村里人张罗亲
事，通常一年也促不成几桩，但今年过年期间，她每天至少帮人
安排两次相亲，“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

李琴介绍说，女孩子变得越来越“抢手”。“今年春节，村里有
个在苏州打工的刘晓，条件不错，仅仅初三这天，25 岁的她就见
了 5 个相亲男青年。”

记者调查发现，女青年变得“抢手”的背后，是不少地方的农
村适龄男青年结婚难。在安
徽省潜山县一个 2000 多人
的村庄，村干部告诉记者，
30 岁以上的未婚男性还有

50 多人。
这个问题在贫困地区更为突出。在湖北南部一个 2000 人

的贫困山村，大龄结婚困难村民共有 190 多人。这个村的老丁
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都没有结婚。“现在小儿子都 40 多岁
了，以前还可以当上门女婿，现在更难找到对象了。”老丁说。

有的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利用男青年结婚难实施诈骗的
案件。安徽省潜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去年打掉一
个婚姻诈骗团伙。该团伙利用一些农村大龄单身男青年急于
结婚的心理实施诈骗。“假装相亲，见面后女方均表示看中了
男方。再安排同伙扮演女方的父母、兄弟姐妹、闺蜜、媒人等角
色，一起去男方家做客、定亲，提出让男方给红包，骗取钱财。”

结婚难背后：彩礼重、男多女少、生活流动

记者调查发现，农村男青年结婚难背后存在诸多原因：
——— 一些地方彩礼重。在山东、安徽等地农村，仍盛行“一

动不动”“万紫千红一片绿”的彩礼。所谓“一动”是 10 万元以
上的小轿车一辆，“不动”是在市区有一套房子；所谓“紫”“红”
“绿”则是指人民币的颜色，1 万张 5 元、1000 张 100 元和若
干张 50 元，算下来超过 15 万元。

“现在村里姑娘选对象，彩礼起步价一般都得上 10 万元，
有的还要求家里有车、城里有房，普通农民家庭很难负担。”湖
北省恩施市新塘乡茆山村村民马彪说。

在深圳一家饭店打工的山东济宁金乡县男青年李伟，今
年已经 34 岁。前年，他春节回家与一个同镇的女孩相亲，双方
感觉不错。但女方家里要求拿出“九万九”即 99000 元的彩礼
钱。“家里刚刚花 20 多万元盖了二层楼，父亲生病又花去不少
钱，肯定拿不出，就没成。”李伟说。

——— 过去重男轻女的“后遗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7 年末，我国总人口性别比为 104 . 81，男性比女性
多 3266 万人。记者采访的安徽潜山、山东金乡等地村庄，适龄
男青年的数量都超过适龄女青年。

金乡一位村干部说，当地过去生儿子传宗接代的观念很
深厚。现在，尤其是 80 后这一代，男青年比女青年人数多出不
少。

——— 外出务工的流动生活导致找对象难和婚姻不稳定。
李伟说，这些年辗转深圳、珠海等多地打工没有固定下来。“在
深圳肯定买不起房子，很难在当地结婚。找对象只能回家找，
但见面时间短，一年在外也接触不多，所以至今仍单着。”

而即便结了婚、生了娃，如果娶的是外地媳妇儿，也依旧

“不保险”。湖北南部农村 34 岁村民周旺结婚 12 年，生有 3 个
孩子。4 年前，妻子跑回湖南娘家再没回来。周旺所在村的村
支书说，一些村民在外打工组建家庭，屡次发生配偶出走回
老家的事情。全村有 45 名男性遭遇了配偶出走的情况，占全
村目前单身男性比例超过两成。

破除彩礼过重陋习，关注人口流动带来

的新课题

为破除一些农村地区铺张结婚，彩礼过重等问题，一些
地方开始对彩礼划“红线”。比如四川金阳、山东巨野、河南清
丰等多地都划定了“彩礼指导标准”，限制“高价彩礼”，减轻农
村彩礼负担重的问题。

有专家提出，破解当前部分地区农村男性结婚难题，应
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作用，掌握大龄未婚青年信息，
通过婚姻介绍所、网络信息平台等载体，在镇乡、村组间举办
交友联谊，增加大龄青年彼此交流机会。

此外，专家表示，当前随着人口流动速度加快，传统宗族
熟人社会被打破后，城市对农村适龄女性的“虹吸”效果越来
越突出。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教授在大别山区、渝北山
区等地调查发现，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后，大量进入婚恋年龄
的女性外出求学、务工，居住环境与生活质量大幅提升。外出
打工形成跨省婚姻极不稳定的情况日益普遍。

贺雪峰等专家表示，农村青年婚恋问题的背后还是经济
社会发展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协调地区发展的均衡至关重
要。此外，在城镇化过程中，逐步改善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
服务，为其在城镇建立婚姻家庭创造条件。

春节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相亲热”

据新华社银川 2 月 27 日
电(记者何晨阳、蔡拥军、吴书
光)新春之际，记者在宁夏、辽
宁、山东等地区城乡走访发现，
健身元素成为多地春节不可或
缺的悦动音符，而健身场所的
数量不断增多、群众科学健身
的意识日益增强，进一步助推
着全民健身热潮。

场地：从街头巷尾

到正规场馆

“春节朋友都回来了，踢一
场足球挺不错，以前得到处找
空地，现在体育场馆免费开放，
提前预约，踢球条件比以前好
太多了。”宁夏银川市民张刚
说，现在部分体育场馆分时段
免费开放力度比以往大，春节
健身的硬件设施比以往好了太
多。

记者走访了解到，春节期
间，宁夏体育馆、银川体育馆、
湖滨体育场等场馆均分时段免
费开放。即便在体育设施稍显
薄弱的农村地区，宁夏也已在
96% 的乡镇建成了农民体育
健身工程，行政村农民健身工
程在全覆盖的基础上也有
50% 以上实现了提档升级，农
村夜生活逐渐被体育器材“点
亮”。

不仅是宁夏，春节期间，辽
宁大连市市民健身中心从正月
初四到初六实行免费政策。“免
费开放期间，各个场地都是满
的，预约电话都被打爆了。”大
连市市民健身中心指导培训部
工作人员刘斯之说，以前，室内
健身场所比较难找，而且营利性的居多，现在公益性的、营
利性的都增加了，群众个性化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

刘斯之说，在离市民健身中心最近的人民广场，以前春
节时，广场舞、太极拳也就几个人、十几个人在练，现在都是
几十人、上百人，场地等硬件“硬”起来后，群众的健身积极
性空前高涨。

项目：从传统到“时髦”

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镇的新春篮球赛赛场今年又
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篮球比赛已成
为当地群众的过节必备。

记者春节期间走访发现，与篮球等群众基础较为深厚
的传统体育运动依然有巨大的吸引力相比，近年来，滑冰、
滑雪等“时髦”冰上项目也成了不少西部群众的春节“新
宠”。“第一次滑雪，感觉挺刺激，对身体协调性确实要求挺
高。”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六盘山镇农民周伟说，春节期间他
专门带孩子到家门口的滑雪场滑了次雪，感受了冰雪运动
的魅力。

在宁夏银川市，春节期间尽管寒风凛冽，但滑冰、滑雪、
冰上龙舟、冰钓等冰上项目还是“圈粉”不少。“随着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冰雪运动正成为群众体育新的增
长点，尤其是今年春节期间，冰雪运动的参与者明显增多。”
银川市体育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全民健身热潮中，传统体
育项目拥趸众多，而新的“时髦”运动也逐渐在普通群众中
打开“市场”。

心态：从大鱼大肉到流汗甩脂

随着运动健身领域硬件条件的逐步提升、运动项目的
多元化，群众的健身热情也得到进一步激发与释放。“以前
过年请朋友喝酒的居多，现在大家更注重健康，约人出来打
球比喝酒好约。”宁夏银川市民王宏伟说，过去朋友们是喝
酒吃肉胖三斤，现在都对健康格外关注，视运动健身为健
康。

“往年春节，大家多围着锅台转，不愿意出门，现在碗筷
一扔就跑出去跳舞健身了。”67 岁的大连市民曲国景说，春
节期间到公园一看，跑步的、跳舞的、打球的人都很多，这体
现出群众健身意识的提升。

日益增多的健身器材，在为健身人群提供更多选择的同
时，也对科学健身提出了更高要求，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科
学运动。宁夏体育局副局长张梅表示，在宁夏，就有社会体育
健身指导员 1 . 5 万余人，在全区人口中占比接近 2 . 6 ‰，这
一群体正成为培养、提升群众科学健身意识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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