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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越发受到社会关注，部分地
区彩礼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少年轻人直言负
担不起，结不起婚。除高额彩礼外，漫天要价的“媒婆
费”和名目繁多的“上车费”“下车费”“改口费”等，也在
无形中让很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5 月 9 日

《法治日报》）
针对高价彩礼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通过部署移风

易俗改革，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少地方的彩礼仍然少则
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导致部分恋人之间出现分歧
甚至分手，让彩礼归于“礼”任重而道远。实际上，除高
额彩礼外，各地还存在程度不同的与结婚有关的“花式
收费”，加重了农村年轻人的结婚负担。

多地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全国初婚平均年龄正不
断后移。国家统计局2022年6月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
年鉴——2020》显示，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
而十年前人均初婚年龄是24.89岁。如果结婚综合负担
过重，一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选择推迟结婚甚至不婚。

高额彩礼、“花式负担”等因素造成的晚婚晚育，不

仅对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造成不良冲
击，也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
所以，不管是高额彩礼还是结婚的“花式负担”，都应该
全部纳入各地移风易俗改革，以更有力改革“组合拳”，
切实减轻年轻人结婚负担。

从目前多地出台的移风易俗工作实施方案来看，高额
彩礼都是治理的“重头戏”，而对其他与结婚有关的费用支
出，少有地方提及。对漫天要价的“媒婆费”，须进行明确
限制；对“上车费”等各种索费项目，能废则废，能减则减。

进而言之，各地推进婚俗改革倡导移风易俗的方案
中，应该根据当地风俗习惯拿出详细的涉费清单，对于
暂时还不宜废除的涉费项目，要规定收费上限；对“零”
收费的有关人员和家庭，应该通报表扬并以多种方式予
以嘉奖；对漫天要价的媒婆和有关家庭，不妨拿出相应
惩戒措施，以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

年轻人恋爱结婚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不能让这
种好事沾染上铜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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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两蓝莓当1斤卖，停车场不执行政府指导价乱收
停车费……今年“五一”期间，一些景区的消费乱象引
发关注。日前，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个别
摊贩、商家的不诚信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景区乃至整
个城市的形象，各地应对此类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秉
持“零容忍”态度。（2024年5月10日工人日报）

长期以来，景区的消费标准与体验感不成正比，一
直受到游客诟病。尽管近年来旅游市场供给不断优
化，但各旅游景点、景区提供的周边产品、配套服务仍
存在名不副实、价格偏高的问题。一些商家抓住游客

“既然来了总得体验一下”“出门在外，贵就贵点吧”的
心理，将更多精力用在运营创收而非提高商品和服务
品质上。

景区消费是景区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
评价内容，如果景区因为重游率较低等客观因素降低
经营标准，那么势必影响所在景区的整体旅游体验感，
最终损害的必定是景区的利益。目前，大部分旅游景
点的重游率不高，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景区高质量发

展动力不足、“一次性消费”盛行，但其根本原因还是运
营管理能力不强。

或许，游客第一次进入景区往往带有强烈的好奇
心和新鲜感，但当体验过一次之后就不再感到好奇和
新鲜了，也就不会有二次体验、重复消费的想法。游客
愿意尝试新奇、主动降低期待，一些旅游产品或服务看
似“火热”，却难以吸引回头客。不少景区运营者也是
用“一锤子买卖”思维来对待外地游客，这对旅游景区
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杀鸡取卵，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事实上，“没有必要二次消费”，景区“一次性消费”
现象正在成为制约旅游消费增长、影响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要走出“一锤子买卖”的怪
圈，就必须从改善供给入手，这需要景区和商家以游客
需求为导向，在服务方面从数量到质量都要到位。只
有服务让游客越满意，景区口碑才会越好，如果景区门
票和景区内服务性价比较高，游客意犹未尽就会再次
来消费。

吴学安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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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孩子下楼去哪儿玩，想必是不少家长时
常琢磨的问题。媒体调查发现，一些社区缺乏适儿化
设施，小孩子能玩爱玩的滑梯、秋千、沙坑难觅。不少
低龄儿童甚至“超纲”使用成人无动力健身器材，不免
让人捏把汗。

细数一番，这些年大家身边的健身场地设施明显
增加，但适合“小小孩”的确实不多。具体来看，安装低
龄儿童设施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更关键的是，在政
策制定、社区建设时，也相对缺乏儿童视角。比如，《室
外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办法》中提到，器材配建应统筹考
虑各类使用人群的特点，保障青少年、老年人和残疾人
的健身需求，其中并未提及低龄儿童。

早在 2018 年，《学龄前儿童（3 至 6 岁）运动指南
（专家共识版）》就建议学龄前儿童“每天应进行至少
120 分钟的户外活动”。但在儿童健身设施不足的情
况下，许多学龄前儿童户外活动时长能达标吗？基
于这样的现实，更有必要着力打造一个个儿童友好
社区，让活泼好动的“小布丁”“小豆包”有撒欢儿的

地方。
儿童友好，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也体现在软件配

置；不仅是一种建设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理念。2023年
《北京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发布，其中明确
提出“空间友好”“环境友好”的工作目标，要求城乡公
共空间进行适儿化改造、推进儿童友好社区建设、拓展
社区儿童游戏空间和运动空间，合理增设“儿童游戏
角”和“街头运动场”。而要落实好这些目标，关键在于
能不能多从“一米高度”看社区、看城市。推动绿隔公
园适儿化空间改造，完善儿童安全娱乐设施和标识标
牌系统；围绕校园周边，完善人行横道标线和人行横道
提示标志，打造一批示范安心通学路；举办丰富多彩的
社区活动，为儿童营造快乐成长氛围……眼下，在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上，北京也已探索出不少经验。再接再
厉，在社区硬件建设更新中保持儿童视角，在社区功能
上提供更多适配孩子的服务，广大父母和小孩子获得
感幸福感定会更强。

晁星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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