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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生陪江西男友回家，看到第一顿饭立马想分手”引起市民热议，讨论
的焦点已然从事件本身转移到城乡差异、婚恋观等上来。2月14日，中国最大的
婚恋交友平台世纪佳缘发布2015～2016年度婚恋观报告，门当户对仍是婚恋
观的主流，华中地区恋爱起步价较低，安徽女性最不能接受对方出轨。

□记者 于彩丽

“门当户对”仍然是主流

传统观念上婚姻讲求门当户对，随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单身男女们
越来越追求恋爱自由，门当户对一词逐渐被淡化。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从该报告了解到，有33%的男性和50%的女性赞同“婚姻要门当户对”，远高于
反对比例。就文化程度而言，无论男女，学历越高，思想越传统，认为“婚姻应该
门当户对”的比例越高。

另外，无论男女，对“半裸婚”无论从靠谱度还是接受度上都高于裸婚。对
于婚姻，男女都需要保障，哪怕这保障只是口头承诺。而男性对“裸婚”和“半裸
婚”的接受度和靠谱度，都明显高于女性。对于没有保障的婚姻，女性更没有安
全感。

赚得越多，爱情越“快消”

虽然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单身依靠社交网络寻找另一半，但恋爱中的
安全感衡量标准却没有被数字化。无论男女，在交往过程中的安全感仍主要来
自“家人或周围人的认可”和“社会价值观的接受”。

快过节了，找个另一半一起过节吧。这样的爱情靠谱吗？世纪佳缘的婚恋
报告显示，近四成单身男女认为，即使在一切都快的互联网时代，爱情也不能
快，他们相信时间可以检验真爱。但也有11%的男性和14%的女性认为，爱情
是“快消品”，激情褪去就要分手。当收入过2000元时，随着收入的增加，认为
爱情是“快消品”的比例也在增加。

安徽女性最不能接受对方出轨

与2011年相比，无论男女，对出轨的接受度都在下降，精神出轨和肉体出
轨都不接受的比例，男性从47%增长到69%，女性从36%增长到68%，50%的人
表示，一旦对方出轨会坚决断绝和他(她)的往来。安徽男女在社交时表现得最
为被动，女性同其他省份相比，最不能接受对方任何形式的出轨。

合肥男性最能接受单亲家庭伴侣

男性对于另一半是单亲家庭的接受度明显高于女性，在不同年龄段的男性
中，90 后男性包容性最强，对单亲家庭的接受度最高，80 后女性接受度最低。
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合肥男性爱存钱，最能接受单亲家庭的另一半。

那么找对象的时候，是咨询闺蜜还是听父母的呢？报告结果显示，无论男
女，偏好度最高的交友方式是闺蜜或者死党介绍，最低的是父母介绍。超四成
的单身人群表示，自己周围有通过婚恋网站找到对象的例子，女性略高于男性。

星报讯（刘峰 记者 圣林）“爸
妈，儿子不孝，请原谅我……”。2 月
13日，情人节前夕下午17时50分许，
一条发往蚌埠五河县刘朵村庄的短信
息，打破了弥漫着节日气息的小村的
安宁。

“我儿子在淮南蔡家岗振兴宾馆，
要服药自杀，求求你们救救他，求求你
们，一定要救救他……。”安徽淮南市
公安局谢家集分局蔡家岗派出所值班
民警李强、刘峰接报后带领辅警队员
快速赶到辖区振兴宾馆，破开房间的
门后，发现一名青年男子躺在床上，神
情萎靡，床头摆着一大捧玫瑰花，在床
边的垃圾桶里有数个空药盒，地上有
散落的白色药片。

根据空药盒上的药品名称，民警
初步判定青年男子胡某飞已服下大量
安眠药。民警当即兵分三路，由教导
员李强拨打120并在宾馆寻找担架等
救生设施，辅警鲍广海到洗手间制造
肥皂水等催吐水，民警刘峰和辅警张
凡、刘杨将胡某飞身体固定，嘴巴掰
开，用随身携带的对讲机天线杆对其
进行捣嗓催吐。生死时速，经过五分
钟的紧急救助后，在 120 急救车赶到
前，胡某飞吐出了吞下的数十片白色
药片。随后，民警帮助医生将神志不

清的胡某飞送往矿二院急救。经过一
个多小时的洗胃和输液后，当晚20时
许，胡某飞神志恢复清醒。

经问询了解，胡某飞，男，1994 年
11 月出生，现为淮北师范学院大二在
校学生，当日到蔡家岗为挽回与前女
友的恋情，但其前女友拒绝与其复
合。胡某飞在感情的打击和面子的作
祟下，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无颜再活在
世上，于是当天下午到附近药店购买
了安眠药。由于药店安眠药限售，胡
某飞在几家药店买了安眠药后，怕毒
不死自己，又购买了大量的退烧药等
类药品。

当日下午17时50分许，胡某飞向
在老家务农的父母发了条永别的短信
后，用矿泉水送服下了购买的各类安
眠和退烧等药品。幸好民警及时赶
到，为医生挽救胡某飞的生命赢得了
宝贵的时间。

当晚 21 时许，在教导员李强和医
务人员的教育下，面对老泪纵横的父
母等亲人，胡某飞流下了忏悔的泪水，
并表示以后会珍爱自己的生命，好好
活着，不再为感情做傻事。医院诊断
胡某飞生命特征稳定后，民警在胡某
飞亲人的万分感谢声中，安心离开了
医院。

“你愿意娶这个女人吗？爱她、忠
诚于她，无论她贫困、患病或者残疾，直
至死亡。”60岁的聂广银从未许下这样
的爱情誓言，但他30年如一日精心照
顾哑妻的举动，却比承诺更加打动人。

为了哑妻潜心学习手语

合肥市骆岗社区的聂广银今年60
岁了，瘦小的身材，憨实的面容。平时
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也没什么手
艺，跟着左邻右舍做做零活养家。

因为性格木讷，聂广银到三十岁
了也没能成家。后来村里的邻居为他
介绍了蔡家珍，“她是个哑巴，和你年
龄一样大，要是你愿意，就去看看她。”
聂广银说，见到蔡家珍的时候，他以为
自己的眼睛看花了，“她年轻的时候好
看，脸上白里透红，小巧的个子，一把
辫子齐腰长。”认识不久后，他们就举
行了简单的婚礼。

“结婚是我自愿的，生活再难，我也
要和她在一起，没有我，她一个人怎么
过？”聂广银说。刚结婚那会，聂广银还
不会手语，不明白蔡家珍比划的是什么
意思。为了能快速明白蔡家珍的意思，
顺利沟通，聂广银就仔细观察妻子的动
作，慢慢跟在她后边学习。“经过几个月
的相处，我已经基本能够用手语和她

‘对话’。现在我们虽然不讲话，但是她
一个眼神，我就知道是啥意思了。”聂广

银得意地说道。
聂广银告诉记者，刚刚结婚的时

候，他和蔡家珍的小家一贫如洗，但仍
觉得生活充满了希望，“哪里有活就去
哪里，没有活的时候就和妻子经营着
家里的几亩地，每年都能收到上千斤
的白萝卜，换了钱就存起来，有时候也
会给哑妻扯上几尺花布。她虽说不出
话来，但满心欢喜，有时会激动得热泪
盈眶。”

下辈子还想继续照顾她

聂广银和蔡家珍结婚一年后，有
了他们的爱情结晶，为他们本就清苦
的日子多了一层压力。“我就想着多赚
点钱，生活变好一些。干完自己的农
活，再帮周围条件好的人家做农活，一
天赚十来块工钱。”他不敢到远处打
工，就是在村里干活，也要早早回家，
怕蔡家珍找不到他。

现在，由于拆迁，聂广银的日子好
过多了，还享受着计生的农村奖励扶
助政策，住上了楼房。孩子也已长大，
早成家单过了。老两口一个偶尔跟着
绿化队打打零工，一个在家做做家
务。一有空闲就去看望蔡家珍更为年
迈的父母。“她就是我手心里的宝，是
她给了我家的温暖，希望下辈子我们
还能相遇，像现在一样照顾她！”聂广
银说。 刘平 记者 于彩丽

世纪佳缘发布2015～2016年度婚恋观报告

发现伴侣出轨，我省一半女生坚决分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合肥六旬老人照顾哑妻30年，为其学习手语

大二学生宾馆为情吞药自杀
民警紧急催吐助其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