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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独身身老老人人““追追爱爱””  大大多多““伴伴而而不不婚婚””
来来自自社社会会、、子子女女的的压压力力以以及及担担心心财财产产纠纠纷纷成成阻阻碍碍老老人人再再婚婚主主因因

　　高密的王先生今年74岁，10年前老伴因病去
世，当时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他独自生活。老伴
去世对王先生的打击很大，很长一段时间，他总
是闷闷不乐，加之患有高血压，独居家中让两个
女儿十分担心。
　　两年后，大女儿建议王先生再找个老伴，以
便相互照顾。经人介绍，王先生认识了比自己小
5岁的张女士。张女士丧偶后独自把俩儿子拉扯
大直至成家，这才有了再找个人作伴的念头。
　　王先生与张女士见面后，双方十分满意，子
女也都同意，没多久，张女士便搬到王先生的住
处。起初，两人并不打算结婚领证，就想有个
伴，可以相互照顾。共同生活了7年后，随着年
龄越来越大，张女士开始担忧自己的未来。
　　“她对我们家尽心尽力，还帮小女儿看大了
孩子，我们全家人都认可她，觉得应该给她一个
身份。”王先生说，经过与两个女儿商议，他决
定与张女士登记结婚，这样也免除了张女士的后
顾之忧。
　　王先生有一套房子，每个月还有近5000元的
退休金，登记结婚后，张女士觉得十分踏实。此
外，王先生还给张女士买了一款10万元的养老保
险，让她的老年生活更有保障。
　　对于王先生登记结婚一事，王先生的小女儿
表示，只要父亲幸福，她与姐姐都支持。

共同生活七年，最终顺利领证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尹莉
莉 于卿）8月22日，潍坊市2023年美德潍
坊“七夕送囍”婚俗改革暨集体婚礼活动在
潍坊泰华城假日广场东门举行。
　　为倡树更加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为
新人们提供更加简约浪漫的新时代婚礼形
式，全省“海誓山盟·爱在齐鲁”婚俗改革
系列宣传服务活动（第四站）——— 浪漫“七
夕”陆续举行。其中潍坊市民政局、潍坊市
文明办、潍坊市农业农村局、潍坊市妇联、
潍坊团市委联合开展2023年美德潍坊“七夕
送囍”婚俗改革暨集体婚礼宣传活动，举行
“爱情地标公园”“潍坊市婚俗改革实践基
地”授牌仪式。在“七夕”当天登记结婚的
新人参加结婚登记集体颁证，通过时下更受
年轻人喜欢的“园游会”形式，让大家共同
见证新人的幸福时刻，以实际行动向市民传
播新时代文明新风，助力打造“海誓山盟·
爱在鸢都”婚俗改革品牌。
　　为方便新人办理婚姻登记，全省婚姻登
记机关均提供“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便
民服务：只要有一方是山东户籍的当事人，
可选择省内任一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
记；双方均为外省户籍的当事人，只要有一
方持有山东省内居住证，可在居住证发放地
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在一方户籍所
在地以外的地区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提
前2天通过“爱山东”手机APP预约。

“七夕”集体婚礼见证爱情

　　8月20日，潍城区城关街道增福堂社区
举办了一场“浪漫七夕 巧手深情”花艺插
花活动，吸引了社区内多对夫妻参加。活动
中，花艺师详细介绍了鲜花的品种和每种花
所代表的寓意。随后，参加活动的夫妻开始
一起制作花束，他们分工协作，相互配合，
现场弥漫着甜蜜、幸福的气息。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插花送爱人 浪漫迎“七夕”

  家住潍城区鲁发名城小区的孙先生多年前丧
偶，与现在的老伴刘女士在一起生活已经3年
了。孙先生与刘女士并不打算领证，这其中的原
因方方面面。
　　67岁的孙先生告诉记者，他是在老年大学认
识刘女士的，被其才华所吸引，并产生结伴生活
的念头。一开始，孙先生的儿子对此事并不赞
同，希望父亲与自己一起生活，顺便帮着带大孩
子。但是，孙先生觉得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就想
老了活得舒坦点。
　　孙先生不顾儿子的反对与刘女士生活在了一
起，起初儿子不愿意踏进家门，后来时间长了，
儿子也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经常回家看望他
们。但是儿子一直提醒孙先生，两个人共同生活
可以，但是不能领证。对此，孙先生愿意遵从儿
子的意见。“现在儿子总算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没事也会帮着带带孙子。”
孙先生说，对他而言，有个伴就可以，领证与否
并不是很在意。
　　其实，刘女士也不在乎是否领证，她自己有
退休金，子女也很孝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不一定非得领证，相互陪伴就是一种幸福。我们
年龄大了，需要有个人陪伴，正所谓老来伴，只
要有个伴就很好。”刘女士说，她也愿意尊重子
女的意见，不领证就不会牵扯太多家庭的事情。

考虑到子女感受，不打算领证

  在心理咨询师王玉新看来，个人早期的性格
特点、与原配的相处模式、原生家庭的生活方式
等，都对中老年人再婚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
共同生活的时候，坦诚沟通、尊重和接受双方的
差异是建立稳固关系的关键。“根据心理学家埃
里克森的心理发展八阶段，成年晚期的发展任务
是进行自我整合，以获得完善感，避免失望或厌
恶感。从这一点上考虑，如果老年人能够找到一
个契合度高、陪伴引领其走向新生活的意中人，
也不失为一种好事。”王玉新说。
　　但是，在找寻意中人的过程中，除了个性差
异、自我认知等问题需要克服，很多老年人面临
社会及子女方面的压力，还有金钱和财产方面的
顾虑，再婚后两人金钱与财产的处理是一个很敏
感而现实的问题。对此，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李
津超表示，重新结合的家庭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
经济纠纷，这也是子女反对的一个重要因素，想
要长远走下去，并且打消双方顾虑，财产问题可
以提前协商，领证可以让双方都受到法律保护，
如果不领证，签订同居协议也能够有效避免和解
决之后遇到的一些经济问题。只有避免了这些问
题，两个老人才能放心生活在一起；从身体方面
而言，进入老年之后，身体是否健康也是需要考
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建议双方坦诚相待，以避免
将来出现一些措手不及无法调节的状况，影响两
家人的相处。总的来说，既然打算要共度晚年，
彼此都要少一点私心，多一点体谅，积极解决问
题永远比争吵更有效。
　　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徐茂霞表示，从心理学
角度看，“黄昏恋”有利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许多单身老人会觉得孤单，因为心情不好而引发
失眠等问题，有了老伴的陪伴，这些情况会改
善。所以，作为子女，应支持正常的“黄昏恋”，
让父母安享晚年。

双方要多坦诚，儿女应多支持

专家建议

  七夕节是家喻户晓的“中国情人
节”。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价值
观、婚姻观在悄然发生着改变，许多失
去伴侣的老人物质生活并不缺乏，但精
神上十分孤独，他们想吃饭时有人分
享，散步时有人陪伴，生病时有人照
应，他们渴望找一个合心意的伴侣共度
余生。我市“黄昏恋”现状如何？日
前，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交际圈的限制，失去伴
侣的老人不想大张旗鼓地“找对象”，靠自己邂
逅另一半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有一部分老年人
选择线下婚恋机构帮忙。
　 潍坊鸿明传媒有限公司潍爱一生婚恋工作室
负责人郭女士告诉记者，前几年来咨询的老年人
不是很多，最近一两年接收的老年客户明显增
多，就本月来看，已经有七八位女士及三四位男
士缴费登记，委托他们帮忙寻找合适的另一半。
  在日常接待的客户中，城区和县市区的都
有，相对来说县市区的需求更多一些。“这些人
中，多数是因为丧偶而重新选择另一半。大家身
体状况都比较健康，需求也很明确，主要就是条
件对等，如双方经济情况相仿，最好是家在本
地，有退休金。”郭女士说，老年人再次择偶时
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情感需求，他们想找的另一
半要能够给予陪伴，不要把时间都放在子女身
上，也不能因为重新组合就被新家庭约束或“捆
绑”而失去自我。
  目前，已经有好几对老年人通过该工作室确
定了恋爱关系。同时，郭女士也表示领证结婚的
暂时还没有，坦诚来说领证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牵涉到双方财产、子女等诸多方面。“选择靠谱
的婚恋机构，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根据每个中老年
人的自身情况和要求缩小考察范围，另外机构也
会给他们提供一些资质方面的保障，避免受骗和
引发纠纷。”郭女士说。

报名人数增多，多数为丧偶

记者调查

婚恋机构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常方方 陆菁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