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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金色视点

本刊综合

 下期话题 : 养老机器人进入家庭您接受吗？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养老机器人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它们或许
成为我们家庭的新成员，照顾我们的父母，陪伴他们度过晚年。那么，面对这
样一个高科技的产物，您是否愿意接受呢？

《人民论坛》朱新秤：在对年轻人的个人选择给予更多包容和理解的同
时，也应引导他们认识到，结婚虽是个人的事情，但也是家事和国事。从家
庭角度看，年轻人晚婚不婚会影响家族的延续和社会的和睦；从国家的角
度看，结婚率降低会影响人口出生率，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全社会
应营造一种有利于年轻人婚恋的氛围、环境和条件，让那些愿意走进婚姻
的年轻人安心步入婚姻。

《洛阳晚报》张锐鑫：化解这些“痛点”，不仅需要个体的努力，也需
要社会层面见招拆招。如举办青年联谊会、维护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等，多出
实的举措，减少青年“没圈”“没闲”的尴尬，送去“大胆去爱”的底气和勇气。
从一定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别样的“青年友好”。

媒体观点

大姚县杨凡川：年轻人晚婚或不婚现象，不仅反映出年轻人追求个性
生活，以及多元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和价
值提供了契机。应尊重年轻人的选择，理解他们的诉求和期望，为他们创
造更加宽松、包容的社会环境。

罗平县张任波：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同时，也要正视其背后的社会问题。
政策层面应着力解决导致晚婚或不婚的现实压力，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此外，通过教育引导，帮助年轻人树立积极健康的婚恋观，倡导负责任的
恋爱行为，鼓励适龄婚育。

读者观点

单身人口数量不断增加是当今社会一个显著现象。《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

2020 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 28.67 岁，比 2010 年的 24.89 岁增加了 3.78 岁。《中国家庭

婚姻报告 2023 版》显示，结婚率持续下降，单身男女人数逐年增长。如何看待当下年轻人

晚婚或不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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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对结婚意愿有
着“双重挤压”效应，结婚率降低应理性看待。从城市化的双重挤压效应来看，
很难消除城市化的主动效应，但是采取一系列办法解决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
居住等问题，却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对结婚率的被动效应。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福州市市民服务中心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家庭咨
询师谢晓艳：要帮助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促成姻缘，协助他们更好地维持恋
爱关系，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不仅需要当事人自己的努力，更需要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