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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结婚彩礼这一话题尤其是农村高额彩礼现象备受关注。不少地方出台地方性条例，推出“限高令”

“鼓励举报高额彩礼”等办法，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在更大范围内，高额彩礼仍是一个民生难题。

2月23日，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发

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第13个聚焦“三农”问题的纲领性文件。针对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今年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治理，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作用，加强对农村适婚群体的公益性婚

恋服务和关心关爱。加大对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这句话强调了对高额彩礼现象予以“综合治理”。

那么，农村高额彩礼怎么破？本期聚焦予以关注。

有专家指出，遏制高额彩礼，要注重
建章立制，制定约束性规范，比如，把抵制
高额彩礼的要求以及彩礼倡导性标准纳
入村规民约，出台党员干部带头抵制高额
彩礼，践行“零彩礼”“低彩礼”的相关纪律
要求。

近年来，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
族自治县将文明婚嫁纳入村规民约，旗帜
鲜明地反对高额彩礼，积极倡导推动“零
彩礼”“低彩礼”。苟顺国是务川蕉坝镇乐
居社区居民，家有两儿一女，去年将女儿
嫁了出去。苟顺国说：“男方家主动要给6
万元的彩礼钱，我们没有要。”在他看来，
孩子们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女儿出嫁
时，苟顺国还特地添置了嫁妆。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龙扬镇周寨村
村干部卢文正介绍，该村在提倡“零彩礼”

“低彩礼”之时，还把抵制高额彩礼以及彩
礼倡导性标准纳入村规民约，对遵守规定
的家庭在评选“好儿媳”“文明家庭”等荣
誉时优先考虑，通过道德激励和约束机
制，调动群众参与婚俗改革的积极性、主
动性。

“以前总觉得这些习俗都是老传统，
不能改，现在才明白‘规矩是死的，人是活
的’，咱不能因为生活好了就抬高彩礼、铺
张浪费，抵制高额彩礼不仅能减轻双方家
庭的经济负担，还能减少不少家庭矛盾。”
周寨村村民卢存金说。

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红杨镇万福村
制定了详细的村规民约，明确规定彩礼的
合理范围，对遵守规定的家庭在选树“文
明家庭”时给予优先考虑，对违反规定者
则进行劝导教育。在万福村，拒绝高额彩

礼已经成为共识。
近年来，不少地方提出了党员干部带

头抵制高额彩礼，践行“零彩礼”“低彩礼”
的相关纪律要求。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破除
高额彩礼，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
人作用。为此，四川省资阳市印发了《领
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该规
定要求从党员干部做起，实施报备制度，
主动签订《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
书》，强化组织和群众监督；四川省遂宁
市安居区严格落实《遂宁市规范党员干
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规定》文件要求，
倡导党员干部积极引导家庭成员自觉抵
制高额彩礼、反对陈规陋习，以“关键少
数”引领“绝大多数”。像这样的纪律要
求，不在少数。

倡导篇

引导群众给高额彩礼
“减肥瘦身”

最近，全国多地掀起抵制高额彩礼
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
彩礼。

2月25日，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司
法局联合司前社区开展“抵制天价彩礼，
倡导文明新风”专题法治宣传活动。工作
人员向群众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结合《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为群众解答涉及彩礼的
相关问题，列出彩礼返还的三种情形以
及法律规定，向群众解读“天价彩礼”的
社会背景、危害，呼吁群众自觉抵制“天
价彩礼”。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红杨镇
万福村开展“抵制高额彩礼 倡树文明新
风”移风易俗主题宣讲活动。通过组织村
民大会，向村民们宣讲高额彩礼的弊端，
如因婚致贫、破坏家庭和谐等，引导村民
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志愿者还深入村民
中间宣讲，从家庭经济压力到婚后生活
的潜在矛盾，一个个真实案例，让村民们
深刻认识到高额彩礼的危害。

有专家指出，各地都可以因地制宜，
制定一个倡导性标准，并大力宣传，让群
众抵制高额彩礼时有据可依。

彩礼不高于8万元，婚宴最好控制
在15桌以内，“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在
评选“好儿媳”“文明家庭”等荣誉时优先
考虑……近日，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龙
扬镇周寨村召开“抵制高额彩礼”议事
会，提出一系列举措，倡导婚嫁新风。

“高额彩礼给家庭带来的压力太大
了”“彩礼攀比伤感情，大操大办累人
心”……在议事会上，周寨村村民围绕

“抵制高额彩礼，倡导婚俗新风”踊跃发
言，大家一致认为，要摒弃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等陈规陋习，营造文明、节俭、和
谐的婚嫁新风尚。

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高额彩礼专
项治理自治提升行动开展以来，银川市
6个县（市、区）全面落实相关政策规定，
明确各县（市、区）关于彩礼的倡导性标
准。按照明确上限、因地制宜的原则，自
下而上按程序确定各村彩礼、婚宴标准
等方面的倡导性标准，第一时间对外公
示，起到了引导作用。

“以前总觉得彩礼要少了没面子，
会被别人笑话。现在我明白了，高额彩
礼确实会给年轻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也真正感悟到只要孩子们婚姻幸福，
比什么都强。”最近，在福建省龙岩市
长汀县大同镇罗坊村，在县妇联组织
开展的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活动中，一
名家长由衷地说。

破解高额彩礼，也要加强对农村适
婚青年的公益性婚恋服务和关心关爱。

一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指出，不少农
村青年的婚姻介绍依然依赖媒人撮合，彩
礼越高，媒人能拿到的“谢媒礼”就越多，
有的媒人因此刻意哄抬彩礼价格。一些地
方在相关文件中为此提到，婚姻中介、红
娘组织和个人等要规范行业行为，严禁哄
抬、炒作彩礼标准。

近年来，放眼燕赵大地，婚俗新风
惹人眼：不要媒人礼的公益红娘越来越
多，不少地方取消了订婚宴，一些结婚
典礼“离城返乡”……如今，河北省邢台
市巨鹿县新时代红娘服务队的服务对
象，已覆盖全县 291 个农村和社区，还
延伸到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组织。

“新时代红娘的作用不仅是牵线搭桥免
费说媒，更重要的是抵制不良婚俗。”服

务队负责人孙彦群介绍，公益红娘会在
说媒过程中引导“零彩礼”“低彩礼”，或
将彩礼转化为“创业基金”用于新婚家
庭干事创业。

近年来，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积极倡
导设立“家庭建设基金”，引导广大群众
自觉抵制高额彩礼等不良风气。日前，临
城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等单位共同举办
了公益相亲会暨婚恋文化产业博览会，来
自临城县及周边县市区的2000余人参加
了为期两天的活动，100多对青年互换联
系方式。相亲会现场，众多青年男女及父
母在倡导设立“家庭建设基金”的宣传幕
布上签名，承诺将新婚彩礼作为“家庭建
设基金”提供给新婚夫妻，用于新家庭的
后续置业、创业等支出，提升新婚家庭生
活质量。

2020年，爱心人士齐素君牵头成立了

临城县公益红娘协会，依托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免费为青年牵线搭桥，
倡树文明新风。

日前，在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美术馆
（范迪安美术馆）举办的一场文明简约的
新中式公益集体婚礼上，作为集体婚礼

“主角”之一的新娘颜梦影及其他14对新
人，意外收到由福建省妇联联合保险公司
赠送的“福囍满堂”特定疾病及意外伤残
身故保险。该专属保险为福建省辖区内登
记结婚的“零彩礼”“低彩礼”新人及女方
父母量身定制。2025年将赠送给1000对
在福建省辖区内登记结婚的“零彩礼”“低
彩礼”新人及女方父母，通过赠险方式，大
力培育婚恋新风。

不少网友表示，给“零彩礼”“低彩礼”
新人及女方父母赠送保险，这种关心关爱
措施值得借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婚
托婚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此前，多
地法院公布了多起以彩礼为名大肆索取
财物的典型案例。受访专家表示，这也是
综合治理高额彩礼的重要一环。

“红娘推给我的微信和我那天见面的
相亲对象不是同一个人，我怀疑他们提供
虚假信息，利用婚托诈骗，法官，你一定要
帮我追回中介费。”近日，于某在山东省日
照市莒县人民法院对法官说。

于某于2024年10月在某平台上看到
某婚姻信息服务部发布的征婚信息，随后
与其联系。红娘在了解于某的年龄、职业
及相亲要求后，为其安排了相亲对象，并
收取了2000余元的婚介服务费。然而相
亲结束后，红娘并未及时提供相亲对象的
联系方式及社交媒体信息。在于某多次催
促下，红娘最终提供了一个微信联系方
式，但于某在视频聊天中发现，此人并非
当天见面的相亲对象。

于某多次与该信息服务部沟通，未得
到合理解释。因问题久拖不决，于某以欺
诈为由，将该信息服务部诉至莒县人民法
院，要求退还服务费2000余元，并赔偿交
通费及精神损失费共计2000元。在法官
的调解下，该信息服务部同意退还于某支
付的服务费，但扣除了因提供服务产生的
必要费用。

为治理以彩礼为名大肆索取财物的
现象，以及婚托婚骗等违法行为，近年来，
相关部门进行了不少努力。

2023年 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第一批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生动解答了
人民群众争议较多的“闪离”情况下要不
要还彩礼、父母是否承担返还彩礼责任等
问题，引导社会公众树立“让婚姻始于爱，
让彩礼归于礼”的新风尚。

2024年 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正式施行，该司法解释就彩礼认定

范围、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原则等作出规
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认真总结涉彩
礼纠纷司法解释施行以来各地遇到的具
体情况，结合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热点
问题，发布了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
纷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着力明晰以
下内容：第一，加大力度打击婚骗行为，
坚决否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第二，严格贯
彻诚实信用原则，规制婚介机构借虚假
宣传收取高额服务费用；第三，立足复杂
多样的婚姻家庭生活实际，准确适用彩
礼返还规则。

有识之士指出，治理以彩礼为名大肆
索取财物的现象，打击婚托婚骗等违法行
为，有助于从法律层面保障农村适婚青年
的合法权益，进而净化农村婚恋环境。

（综合自央视网、《人民法院报》《中国
妇女报》《日照日报》等）

让婚姻始于爱
让彩礼归于礼

◎ 沈峰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农村高额彩
礼问题的综合治理提上日程，这不仅是对部
分群众所思所盼的积极回应，更是推动乡村
振兴、构建文明乡风的重要举措。

作为传统风俗，彩礼只是男女双方缔结
婚姻的象征之一，蕴含着双方及其家庭对婚
姻的美好期盼。然而如今，一些农村地区的
彩礼不断高涨，给当地适婚青年及其父母
（尤其是男方父母）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讲
排场、拼面子的高额彩礼，逐渐成为挡在部
分青年成婚路上的“一座大山”。

因此，治理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是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要因地
制宜，抓住要害，让抵制高额彩礼成为常态。
同时，全社会必须共同关注，形成合力，树正
气、扬新风，让抵制高额彩礼成为自觉行动。

当然，治理高额彩礼非一日之功，需要
综合施策、步步见效。

其一，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以案说法、
典型示范等方式，逐步引导群众更新观念、抵
制陋习。要让农村群众认识到，高额彩礼并非
婚姻的必需品，真正的幸福建立在相互尊重、
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其二，要将移风易俗纳
入乡村治理体系，发挥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
作用，通过提供婚恋咨询、婚恋辅导等服务，
帮助农村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
从源头上减少高额彩礼的出现。其三，要发挥
村规民约的作用，引导群众对高额彩礼问题
进行自治。各地农村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完
善村规民约，将抵制高额彩礼等内容纳入其
中。通过村民自治，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此外，还需要解决一些家庭的发展难点
和痛点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等方式，解决他们的后顾之
忧。当农村群众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他们
才有更多精力和财力去关注婚姻的质量，而
非彩礼的金额。

乡村振兴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滋养。遏制
高额彩礼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工程，还需要
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促进人们的观念
更新，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让婚姻始于
爱，让彩礼归于礼，这是对美好婚姻的祝福，
也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

第一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
案例目录（2023年12月发布）

■案例一：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
时间较短，离婚时应当根据共同生活时间、
孕育子女等事实对数额过高的彩礼酌情返
还——王某某与李某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男女双方举行结婚仪式后共
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
返还彩礼——张某与赵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
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
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刘某
与朱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案例四：婚约财产纠纷中，接受彩礼
的婚约方父母可作为共同被告——张某某
与赵某某、赵某、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据《人民法院报》）

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
案例目录（2025年2月发布）

■案例一：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
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
物——赵某诉孙某离婚纠纷案

■案例二：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
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
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王某诉李某婚约
财产纠纷案

■案例三：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
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
部分费用——林某诉某婚介公司服务合同
纠纷案

■案例四：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
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
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吴某诉
刘某婚约财产纠纷案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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