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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骆飞 吴剑
锋 张逸飞

爱情诚可贵，奈何彩礼“价”更高！
今年两会期间，部分地区彩礼过高问题
成为不少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3月8日在“部
长通道”上说，乡村振兴不振兴，不光要
看农民的腰包鼓不鼓，还要看乡风好不
好。现在到农村去看，反映高额彩礼“娶
不起”等现象在一些地区都不同程度存
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关注文明乡
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也关注高额
彩礼问题。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各地治
理高额彩礼、塑造乡村新风尚，已取得一
定成效，但还需进一步发力。

给彩礼“降温”，不是小事

“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有的年轻人
因彩礼过高不敢结婚；有的已经订婚了，
却因为彩礼谈不拢‘闹掰’了。”长期关注
农村彩礼问题的甘肃省古浪县大靖镇三
台村党支部书记李光霞代表说。

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注高
额彩礼问题，一些受访代表委员颇有感
触地说，家乡的亲友、乡邻对结婚彩礼过
高也是啧有烦言。在有的地方，彩礼动
辄十几万元甚至更高。

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困牛山村党支
部书记鞠华国代表说，彩礼太高，不光妨
碍了年轻人的婚姻幸福，还极易导致一
些家庭“因婚致贫”。“在一些单身汉比较
多、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的偏远山村，往
往彩礼较高。”他说，有的村民为了给孩
子结婚，一大把年纪还得出去打工还债。

移风易俗，给彩礼“降温”，树立文明
新风尚，绝非小事。

“从社会层面来看，高额彩礼不仅侵
蚀了乡风文明，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
问题。”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茂兴代
表说。

老百姓烦恼的事，就是代表委员关
心的事。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
表委员提交了治理高额彩礼的提案、建
议；今年，一些代表委员继续关注该问
题，有的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性建议。

“古人讲‘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
天下平’，家风淳朴，不光有利于子女教
育，也有利于邻里关系、乡村和谐。”黄茂
兴说，治理高额彩礼，就是要以良好家风
弘扬向上向善的文明乡风，同时助推社
会风气改善。

为婚姻“减负”，“软硬”两手抓

为遏制高额彩礼，多部门积极行动，
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全国确定32个婚俗
改革实验区；各地纷纷采取措施，为婚姻

“减负”。
移风易俗，司法先行。去年1月，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治理高额彩礼司法解
释；今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二批
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

“以案释法、以案促治，涉婚约财产
纠纷增幅回落 14 个百分点。”今年的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回顾 2024 年工
作时指出。

受访代表委员认为，遏制高额彩礼，
既离不开司法“硬”招，也离不开各种

“软”招。
一些地方以红白理事会为抓手，推

进移风易俗。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所长马东平委员说，甘肃积极推
广“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的工作模
式。甘肃省定西市出台彩礼不超过5万
元、婚事酒席不超过 20 桌等务实举措，
广泛倡导喜事新办。

有的地方创新宣传方式。广西资源
县探索通过山歌、快板、三句半等文艺形
式，宣传抵制高额彩礼，巧妙传递移风易
俗理念；同时，推动党员干部签订《移风
易俗承诺书》。目前，辖区内彩礼普遍在
5万元以下，不少村民接受“零彩礼”。

有的地方倡导以保险代替彩礼，缓
解村民养老焦虑。在福建省大田县，符
合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人还可免
费申领“康馨保”。

让高额彩礼失去生存土壤

针对高额彩礼问题，最近几年，中央
一号文件持续部署破解之策。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强调，“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
题综合治理”“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
为的打击力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推进农村移
风易俗”。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镇于家
台村党总支书记佟亮代表认为，民法典
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有

的老百姓并不了解，还需要在群众中加
强针对性的普法教育；司法机关要严惩
以索要彩礼为目的的“骗婚”行为。

李光霞建议，抓好“关键少数”，鼓励
农村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抵制
高额彩礼。同时，发挥好妇联、共青团等
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
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培育文明乡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为
彩礼“减负”，才能让彩礼回归“礼”的本
质，用好家风滋润万家。

不少代表委员表示，高额彩礼问题
涉及经济、社会、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要对不良风气说不，必须综合施策，
降低农村人情负担，让高额彩礼失去生
存土壤。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整治彩礼“内卷”

为婚姻“减负”给幸福加分

新华社记者 冯家顺 罗沙

“婚骗”行为怎么界定？婚介机构
借虚假宣传收取高额服务费如何规
制？彩礼返还的具体比例如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2月28日发布第二批共4
件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进一步促推移
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

实践中，有的人多次短时间内“闪
婚”“闪离”，借婚姻索取财物。

2020年10月，男方赵某与女方孙某
认识不到一个月便“闪婚”。然而还不
到一年，赵某以孙某将婚姻作为获取财
物的手段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离
婚、孙某返还全部彩礼。

人民法院调查后发现，孙某近4年
内还有另外两段婚姻、均接收较高数额
彩礼、婚姻存续时间均较短，更重要的
是，历次离婚诉讼中男方对于婚后双方
无夫妻之实、孙某回娘家居住的共同生
活状态等描述基本一致。人民法院认
定，孙某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判令解除婚姻关系，孙某返还全部彩礼
8.6万元。

同时，如何区分借婚姻索取财物与
恋爱中的赠与行为，也是涉彩礼纠纷案
件的常见问题。

在王某诉李某婚约财产纠纷案中，
男方王某与女方李某建立恋爱关系后，
李某主动与王某联系时几乎均以索要彩
礼及其他钱财为目的，其余时间拒接、忽
略王某电话，对王某的领证提议明确表
示要先“给钱”，且从未回赠过王某。

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相处模式、
感情基础、资金往来等各项因素，认定
李某对感情是漠视态度，属于借婚姻索
取财物，判令其返还从王某处取得的全
部财物。

最高法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如果
一方仅是将“缔结婚姻”作为哄骗的噱
头，实质上是想让另一方陷入对未来长
久共同生活的错误认知，从而心甘情愿
地为其出钱买单，这就是一种“婚骗”行
为，无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都不能掩
盖其非法目的。

近年来，部分婚介机构打着提供
“闪婚”服务等名号，借机向签订婚介服
务合同的当事人收取高昂手续费。“闪
婚”往往伴随着“闪离”，由此引发离婚
纠纷、服务合同纠纷等一系列诉讼。

某婚介公司在广告中宣传可以提
供“闪婚”服务。2024年1月15日，该公
司向男方林某发送了女方赵某的个人
信息。3天后，林某便签了合同并支付

服务费17万元。紧接着第二天，二人登
记结婚。结果才过了一个多月，双方就
因发生矛盾经法院调解离婚。

林某将婚介公司告上法庭，主张退
还全部服务费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
婚介机构履行合同情况、林某自身过错
等因素，判令婚介机构返还服务费15万
元。

双方因故未能结婚，已经支付的彩
礼怎么处理？在吴某诉刘某婚约财产
纠纷案中，男方吴某因未能与女方刘某
缔结婚姻，请求判令刘某返还全部彩
礼。

人民法院经调查发现，双方未结婚
且未实际共同生活，但没有结婚的原因
是吴某故意隐瞒身患不能生育的重大
疾病。人民法院通过调解使吴某、刘某
解开心结，就酌减刘某返还彩礼的数额
达成一致意见，吴某主动撤回起诉。

据统计，2024年全国法院婚约财产
纠纷案件增幅明显回落。最高法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梳理婚姻家
庭领域特别是涉彩礼纠纷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通过发布典型案例、普法宣
传等多种形式，促推家庭文明建设，更
好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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