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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二利

近日，聊城一对新人选择骑共享单
车“驶入”婚姻殿堂，让很多人直呼浪
漫。当90后、00后成为结婚主力军，人
们发现，婚礼开始变得异彩纷呈，有在
海底捞举办婚礼的，有抛弃繁文缛节，
直接来一句“人齐了，直接开饭”的，有
开心参加集体婚礼的……没有标配，个
性拉满。

年轻人热衷“爆改”婚礼，改的是什
么？

改的是婚恋观。有人说，当代年轻
人的爱情就像一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的拉锯战。婚礼正是这场拉锯战的最直
观表现。年轻人越来越希望拥有婚礼的
主导权，在婚礼上展现他们对新的人生
旅程的见解和憧憬，拒绝被传统模板定
义。事实上，随着近年来相关部门和社
会各界的积极引导，“喜事新办、婚事从
简”的文明新风已经遍布各地。年轻人
对于婚姻仪式的理解，也会影响上一代
人，让越来越多的人扭转大操大办的传
统观念，实现两代人婚俗观念的双向奔
赴。

改的是消费观。婚礼本应是对人生
美好节点的见证，但在人情社会的演变
中，却逐渐失去本真，甚至异化成一场铺

张浪费的表演。高昂的婚礼费用让新人
和两个家庭备感压力，甚至会引发诸多
矛盾。不得不说，当代年轻人更理性务
实，逐渐活成了“人间清醒”，婚礼主打

“省钱省事”“低碳环保”。这种改变，正
是年轻人对铺张浪费的反思，也是文明
新风在生活中的体现。

改的是价值观。简约不等于简单，
婚事简办，喜事新办，同样仪式感满
满，幸福感十足。在有些新人看来，婚
礼不必过于讲究排场，只要亲朋好友吃
得开心、聚得开心，见证了他们的美好，
婚礼的意义就达到了。尽管有些婚礼仪
式简单，却是用心准备的，让婚礼减形式

不减诚意，降成本不降格调；让婚礼回归
本质，成为真正意义上承载幸福的美好
时刻。

婚礼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似乎
没有标准答案。重要的是，如何开心地
完成这个仪式，为自己和亲朋好友留下
美好的回忆，为新人开启通向幸福生活
的大门。至于婚礼的形式，只要适合自
己，自然各有各的精彩。移风易俗非一
日之功，相信随着开放包容社会氛围的
逐渐形成，多元化的婚庆方式将成为主
流，简约化的婚礼也将成为更多年轻人
的自主选择。

年轻人“爆改”婚礼，改的是什么

□ 刘学

近日，有媒体报道，国内一处天然溶
洞遭人为排污，导致溶洞变成“粪坑”和垃
圾堆，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自然的馈赠，竟然被如此糟蹋。这不
禁让我们反思：如何上好生态保护这一课？

各有关部门应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组织协调各方力量积
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对环境的监
管。全社会应加强对公众的环保教育，通
过开展环保讲座、环保实践活动等形式，
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环保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
段，有关部门应加大对环保科技的研发和
推广，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智能监控
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提高环境保护的
效率和准确性。各媒体应切实发挥舆论
监督作用，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进
行曝光。

在生态环境领域，教训已然不少，希
望更多地方能用更积极主动、更精准彻底
的治理，守护好每一寸山河。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守护生态环境必须有为有
位，行胜于言。

溶洞变“垃圾桶”
如何上好生态保护这一课

短剧不应成闹剧 辛政 作

□ 李松林

看手相断病，这不是望闻问切水平
高，而是彻头彻尾的忽悠。据北京广播
电视台报道，在河北燕郊养老的汤女士
日前接到北京某医院免费体检邀请。到
了现场，工作人员竟给汤女士看起了手
相，断定她有糖尿病并向其推荐打7针共
4000元的胎盘素。当汤女士表示钱不够
后，工作人员表示可以打折，并“抢”走手
机分多笔刷走 1800 元。经交涉后，目前
院方已退款，但迟迟未提供诊断证明。

年轻人看上去“一眼假”的伎俩，老
人为何信以为真？不少老人本就患有高
血压、糖尿病等老年病，心理负担大，健
康焦虑严重。推销人员动之以“情”，再
拿“AI 检测”等高大上名词巧舌忽悠，老
人极易掉入陷阱，为高价买单。

医院是看病救命的，不是看相算命
的。对一些医疗机构常态化的“免费体
检”，监管部门应当重点监控，从源头上加
以预防。老人也要提高分辨能力，越是“免
费”项目越要留神，不给骗子可乘之机。

据《北京晚报》

“看手相断病”
体检还是算命

□ 侯莎莎

一位网友说：“我评价一个城市好与
不好的重要标准，是有没有很多有趣的
小店。”笔者深以为然。

小店，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人们常
谈到的体验经济，很多时候与小店有
关。小店，着重打造全维度体验空间，强
调空间内容与消费者体验的精准互联；
主理人的特色运营也为小店注入“有趣”
灵魂，为品牌文化增光添彩。

聊城小店的故事，媒体报道了很多。
开在东昌湖边的尚书房，主理人开

店的目的是“搜罗全国最好的书和文创，
奉献给喜欢读书的你”。书店不定期邀
请知名作家来聊城，大家以文学为纽带
共处一室，徜徉于书中的缤纷世界。

香与茶生活馆位于米市街，主理人
十几年热衷于研究茶和茶的制作工艺。

“茶文化＋小院”，这些休闲文化符号引

发消费者共鸣，吸引无数年轻人涌入小
店品茗聊天，享受宁静与惬意的氛围。

这些小店，带着主理人对生活的理
解和与众不同的调性，散落在城市街巷，
以氤氲的书香、好茶的清香和小院花叶的
错落有致，编织着城市最柔软的经络，给市
民游客带来温柔的链接，让缘分自然缔结。

小店还是匠艺传承的平台。主理人
往往手艺精湛，对产品品质有严格要求，
他们通过匠心传承，让更多人感受到手
作的魅力。如，位于聊城古城楼北大街
的文创商店——聊城礼物。主理人以聊
城特色建筑、非遗元素为灵感来源，将聊
城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自然风光融入
文创设计，产品创意感十足，吸引众多游
客把关于聊城的美好和回忆带回家。

正如纪录片《寻找手艺》所揭示的：
手工艺人，还有他们的手艺、他们的产
品，连同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形成一种
无形的温暖。

与宏大叙事的城市宣传片不同，在
社交平台，很多人热衷于踏上旅途，寻一
处小店，通过镜头将小店的风格和温馨
的场景呈现给网友，不经意间展现城市
的另一种风景——碎片日常的幸福。

所以，对一座城市美好的感受，不仅
仅是高耸建筑物勾勒出的天际线，还有
一个个关于小店的故事。

从陶窑到茶桌，从书店到文创商店，
这些小店以植物根系的姿态在社区的土
壤蔓生，照见了当代城市更新更理想的
状态：店主们或许无意构建宏大的文化
图谱，但那些茶与咖啡渍染的陶杯、留满
手写箴言的便利贴，已然拼贴成解码城
市精神的密码，让这座城市不仅有春夏
秋冬的诗意景观、让人心生向往的城市
灯火，更有随时随地因缘分相聚相谈的
可爱的人。

一座城市，带给人们的美好感受，或
许就藏在某个小店门前的风铃里。

小店有味道 城市更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