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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茶座

主持人：对整治高额彩礼，你有何建言？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何容黎：部分父母认为彩礼是对女

儿价值的认定，只有高额彩礼才能表现出男方的诚意；部分父母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将彩礼视为敛财手段。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段国春：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倡导文

明婚嫁新风。二是强化基层治理，加强基层组织对婚嫁行为的引导和

管理。三是拓宽增收渠道，提高群众收入，从而降低人们对彩礼的需

求。四是消除性别歧视，缓解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县万值宇：有的女方家庭希望通过

索要高额彩礼，让自家孩子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部分家庭认为

高额彩礼就是“有面子”，低彩礼是“自降身价”，自家的彩礼

要跟随当地的彩礼“市价”。

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陈杰：首先，强化正面宣传。以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教育引导广大群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其次，培树

典型示范。把带头倡导零彩礼、低彩礼的新人作为评选表彰文明家

庭、星级文明户等的重要条件，进而形成示范效应。再次，强化监

督管理。把治理高额彩礼纳入村规民约，褒扬社会新风、批评不良

现象，形成激浊扬清的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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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关于“谁来种地”问题的调研报告引发关注。

当前，“种粮一年不如外出打工一月”的认知广泛存在，甚至

年纪大的农民种不动地、“80 后”不想种地、“90 后”不懂种地、

“00 后”不问种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

提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聚焦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究竟谁来种地？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下期话题：究竟谁来种地？

二是金钱至上、攀比心理等作祟，炫耀、要“面子”等助长了彩礼

数额的攀比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