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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人则持有不同的观点，他
们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为传
统，但也是一种婚姻“把关”制度。如
果婚姻仅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那么
这种婚姻关系将存在极大的盲目性和
不确定性。

也有一部分声音则重点关注了离
婚冷静期规定的细化。部分人认为这
有助于夫妻双方更加审慎地对待婚姻
关系，给予了足够的时间思考和解决
问题，从而降低冲动离婚的概率。

“离婚有冷静期，结婚其实也可以
有冷静期，让双方更理智冷静去对待
婚姻。”这样的观点也获得了不少网友
的认同。

他们认为，无论选择结婚还是决
定离婚，这都是人生中极其重要的决
定，需要每一个人以冷静的心态和清
醒的理智去面对。在这个过程中，或
许一定程度上也需要依靠专业人员的
指导和帮助，以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和
力量，来引导和帮助个人和家庭树立
正确的婚姻价值观。

正如派粉“烟柳画桥”在留言中说
的：结婚应以感情为基础，今天结婚明
天就离婚，是对婚姻的亵渎，也是对自
己的不负责任；程序的简化，不意味着
对待婚姻可以任意妄为，登记程序的
改变只是给个人提供便利，并非鼓励

“随便”结婚。

网友评论“两极分化”

结婚登记不再需要户口
簿？结婚更便利还是更随
便了？

近日，#结婚登记不再
需要户口簿# #离婚冷静期
写入婚姻登记条例#等多个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
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征求意见稿”）已由民政
部门全文发布，并向公众开
放征集意见。意见征集的
截止日期定于 9 月 11 日。
此次修订是自 2003 年 10
月1日现行《婚姻登记条例》
正式实施以来的首次修
改。其中，结婚登记和离婚
登记均无需户口簿引起网
友广泛讨论。

婚姻登记或不再需要户口簿

结婚更便利
还是更 了？随便

技术上已可做到
“抛弃”户口簿

婚姻登记，技术上可以做到
“抛弃”户口簿吗？对此，记者采
访了宁波某区婚姻登记中心负
责人。

“过去，人们在结婚领证时，
必须前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进
行登记。户口簿的目的是为了
信息核验，确保登记信息的准确
性，有效防止重婚等问题，保障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位负责
人透露。

如今，人口跨区域流动已经
成为普遍现象，与此同时，随着
政务信息的联网，身份证认证的
形式更加多元化、智能化，市民
早已可以享受更加便捷的服务，
避免来回奔波的麻烦，大大提高
办事效率。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提出，建
设完善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当事人的婚姻
状况可全国联网查询，这将极大
降低对户口簿的依赖。

我国早在2021年开展了内
地居民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
点，放宽对地域管辖的限制。
2024年8月12日，“征求意见稿”
拟取消对婚姻登记地域管辖的
规定，未来进行婚姻登记，将不
会再有地域限制。也就是说，

“全国通办”也正呼之欲出，这将
是在跨省通办基础上的再一次
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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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
婚姻家庭价值观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指出要提供
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发挥婚姻
家庭辅导专业人员和其他社
会力量的作用。

“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价
值观，不仅是理论话题，也是
一个重要实践课题。”宁波市
宁静港湾婚姻家庭服务中心
主任罗红媛认为，“征求意见
稿”的发布，对于全社会形成
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取向，具
有重要意义价值和影响。

罗红媛在婚姻家庭辅导
一线工作10余年。她发现，
当前青年群体和新人群体在
婚姻家庭观念方面确实存在
诸多迷茫和误区。

一方面，部分年轻人对婚
姻抱有过高的期望，往往将其
理想化，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
的责任与挑战。另一方面，新
人在面对婚姻中的问题时，缺
乏有效的沟通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婚姻的本质不是浪漫和
激情，而是相互扶持、共同成
长。”罗红媛认为，对于不同的
群体，婚姻辅导可以帮助他们
更加理性地认识婚姻，了解婚
姻的本质。

罗红媛表示，通过专业的
辅导，尤其是青年群体可以提
前做好心理准备，明确自己在
婚姻中的角色和责任，帮助他
们学会有效的沟通技巧，增进
彼此的理解和信任，从而减少
婚后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
家庭关系。

记者 林微微 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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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的出炉，引发了全

社会的高度关注。通过梳理网络讨论
和甬派粉丝留言，针对结婚离婚登记
不再需要户口簿以及取消婚姻登记的
地域限制等规定，大多持点赞观点。

有网友认为，这是对婚姻自由和
个体权利的尊重与保障，为当事人提
供了更大的便利，减少了因户口簿和
地域问题带来的困扰。

同时，不再需要户口簿，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家庭对个人婚姻的干
预，将结婚登记更多地还原为个人权
利，使婚姻更加纯粹和自主，也可能
对“天价彩礼”等问题的解决提供
新的思路，子女在婚姻中的自主权有
望增加。

以浙江省为例，自2023年6月1
日起，宁波市启动了婚姻登记“跨省
通办”试点工作，此举显著提升了便
民服务。

来自湖北省黄冈市的张井涛先
生与陈其女士，于七夕节在宁波市
海曙区婚姻登记中心成功登记结
婚。张井涛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提
到，“若需返回原籍地办理结婚登
记，将不得不承担数千元的往返费
用，并且需要向工作单位请假，经历
旅途劳顿，这无疑增加了时间和经
济上的负担。而‘跨省通办’政策允
许我们在居住地直接申请，为像我
们这样的双职工家庭提供了便捷高
效的婚姻登记服务。”

结婚更多还原为个人权利

提供“便利”而非鼓励“随便”3

新人领结婚证。资料图片

新人参与婚前辅导。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