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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婚夫妇演绎现实版“父母爱情”
烟台举办“讲年代故事 倡婚俗新风”宣教活动，三对夫妻分享婚恋观

■深化移风易俗 倡导文明新风

孙淑玉 烟台报道

金婚夫妇长相守秘诀
互相理解、关爱和照顾

一件咖底金色花斜纹短褂、
一条黑色裤子，52年前，24岁的姜
淑爱挎着包袱踏上了从乳山前往
蓬莱的客车。两天后，她和爱人翟
明申在部队登记结婚，这身衣服
就是她的婚服。相伴走过大半生，
姜淑爱和翟明申两位老人的故事
堪称现实版“父母爱情”。

翟明申和姜淑爱结婚时没有
接亲车辆、没有婚礼仪式、也没有
请客吃饭，战友们围坐一圈，唱
歌、聊天，以茶话会的形式为两人
举办了婚礼。尽管形式极为简单，
却丝毫不影响两人的感情，如今
相伴走过半个世纪的两人甜蜜依
旧。

今年已经76岁的姜淑爱依然
清晰地记得和老伴初见时的情
景。当时正值秋天，作为村里的民
办教师，她带着学生上山摘松果，
远远瞥见一个穿白色短袖和灰色
军装裤的人站在路边。

年轻帅气的翟明申给姜淑爱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知这个帅
小伙是一名海军后，对军人情有
独钟的她心里格外高兴。“大方、
开通、思想进步，跟其他人不一
样。”尽管初次见面，姜淑爱穿着
带补丁的裤子，但还是深深吸引
了翟明申的注意。经媒人介绍认
识后，两人保持一周一封信的联
系频率，鸿雁传书了两年多时间，

更坚定了他们彼此间的选择。
婚后两人的日子也十分简

单，姜淑爱负责照顾老人和孩子
的生活起居，翟明申则专心在部
队工作。女儿7岁时，姜淑爱随军
来到了蓬莱，但因工作原因，两人
朝夕相处的机会并不多。

1973年台风过境，在北隍城
岛执行任务的翟明申迟迟未归，
睡不着的姜淑爱一大早背着年幼
的儿子来到海边苦苦等待，直到
看着丈夫平安归来，她悬着的一
颗心才放了下来。一个在忙，一个
在牵挂，这样的时刻，几乎贯穿着
两人相守的五十年间。深知妻子
的付出与不易，退休后翟明申主
动包揽了家中绝大部分家务，为
了缓解老伴的腿疼，姜淑爱每天
都会为其按摩。

“我们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
照常幸福快乐。”在姜淑爱和翟明
申看来，物质条件并不重要，互相
理解、关爱和照顾才是夫妻长久
相守的秘诀。

教师夫妻“家庭式”援藏
精神契合让婚姻更幸福

从海滨城市烟台到雪域高原
日喀则，烟台有一对教师伉俪，他
们始终如影随形。夫妻二人不仅
将讲台搬到了世界屋脊，更是将

“家”也搬到了那里，开启了“家庭
式”援藏之路。他们就是烟台第十
四中学的周清翱老师和烟台芝罘
中学的孔凡红老师。结婚17年来，
他们既是亲密无间的爱人，又是
志同道合的“战友”，一直相互陪

伴共同成长。
在周清翱和孔凡红的相识、

相知路上，有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援藏。

2001年，当组织号召教师援
藏时，23岁的周清翱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两年后归来，他因工作调
动来到烟台第十四中学，和爱人
孔凡红相识。援藏的这段经历成
了两人初识的“加分项”，在同事
们的撮合下，他们于2007年踏入
了婚姻的殿堂。

2016年，中央作出了“组团
式”教育人才援藏的战略部署，周
清翱再次主动请缨奔赴高原。这
一年，周清翱已经38岁，是妻子的
支持给了他义无反顾的勇气。

2018年8月，当周清翱下定决
心要开启自己的第三次援藏工作
时，孔凡红毅然决定与爱人同行。
不过，这一次她不是一个人。为了
全身心投入到援藏工作之中，在
充分征求了女儿的意见后，他们
决心进行“家庭式”援藏。

由于高原特殊的气候条件，
孔凡红和女儿初到西藏就出现了
明显的不适。口唇开裂、流鼻血、
皮肤瘙痒成为母女二人的常态，
因缺氧引起的头痛、失眠等一系
列的高原反应，让母女俩痛苦不
堪。“高原缺氧对孩子的身体发育
也产生了影响，在西藏的四年，孩
子的身高、体重都和原来的同学
有了明显的差距。”孔凡红说。但
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困难，周清翱
和孔凡红没有退缩，他们一路相
互扶持、迎难而上，并肩奋战在教
育一线。

“‘家庭式’援藏的经历，是我
们共同拥有的宝贵回忆，也是我
们家独有的财富。”周清翱说，远
离家乡和熟悉的环境，这种相知
相守的情感是无可替代的。在他
看来，婚姻的本质是两个人的相
互理解和扶持，只有在精神层面
上达到高度契合，婚姻关系才能
更加稳固和幸福。

公交变婚车
见证“90后”夫妻的爱情

“90后”夫妻邹峰和高俊是烟
台市第一对在17路公交车上举行

“公交婚礼”的新人，他们认为，用
这种独特的方式记录和表达爱更
有意义。

“她手里拿着一本书，显得特
别安静。那一瞬间，我觉得她很特
别。”邹峰回忆说，他和妻子高俊
的第一次相遇是2019年，在一辆
17路公交车上，刚刚结束了一天
工作的他疲惫地上了车，意外发
现座位旁有一位正在专心看书的
女孩，于是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几天后，在同一条线路上，他们又
一次不期而遇，他终于鼓足勇气
上前搭话，由此开启了他们的浪
漫之旅。

“它既是我们爱情的起点，也
见证了我们相爱的许多重要时
刻，这就是我们选择17路公交车
作为婚车的原因。”高俊说，对他
们而言，17路公交车不仅仅是一
辆交通工具，更是他们爱情的承
载者。“我们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
式来纪念那些彼此陪伴的瞬间，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印记。”
提及公交婚礼的初衷，高俊的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婚礼当天，当17路载着邹峰
和高俊缓缓驶过熟悉的街道时，
很多路人向他们招手。每一次停
靠，行人也都会投来祝福的目光，
这场特别的婚礼让他们觉得“仿
佛让整个城市都参与了进来”。

这场婚礼也影响了很多人。
邹峰说，有朋友被这场特别的公
交婚礼打动，决定在他们相遇的
地铁线路上举办婚礼。也有人考
虑在婚礼中加入更具个人特色的
元素，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婚
礼”。

如今，邹峰和高俊也有了自
己的宝宝，周末和节假日，他们
也会带孩子坐17路公交出行，和
孩子细数当初他们相识的场景
和公交婚礼的情形，从两个人的
浪漫到三个人的相守，他们的故
事还在继续。“爱情并不需要多
么奢华的形式，最重要的是彼此
陪伴的每一刻。”邹峰说，婚礼的
形式是给别人看的，但感受是自
己的，真心相爱，过得幸福比什
么都重要。

“讲年代故事 倡婚俗新
风”移风易俗宣传教育活动由中
共烟台市委宣传部、中共烟台市
委社会工作部、烟台市民政局主
办，烟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
中心、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
融媒中心承办，中共芝罘区委宣
传部、中共芝罘区委社会工作
部、芝罘区民政局、凤凰台街道
办事处协办。

张晓鹏 通讯员 张鹰
青岛报道

鸾凤和鸣，喜气盈门。10月23
日上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
礼在青岛世界园艺博览园举办。4
对新婚夫妻在行出阁礼、梳头簪
花、迎亲纳福、拜堂行礼、签署婚
书、交换信物、同牢合卺、撒帐出
门等仪式中，亲身体验了传统文
化与中式礼仪的甜蜜浪漫。

“良辰吉时已到，有请新人入
场……”在司仪的引导下，婚礼仪

式在钟鼓和鸣声中正式拉开序
幕。一曲恢弘华丽的滚灯古典舞
毕，4位新娘在喜娘陪伴下，锦绣
华裳缓缓出场，手持香炉向东南
西北各方向的暖堂祈福，按照中
式传统婚礼制式行出阁礼、梳头
簪花、喜扇掩面。随后4位新郎满
怀喜悦迎亲纳福迎接新娘，拜堂
行礼、签署婚书、交换信物、同牢
合卺、撒帐出门。礼毕，4对新人在
嘉宾亲朋的见证下，执手许下风
雨同行、家风润心、向善向上、胸
怀家国的誓言，同时借此契机向

来宾发出倡议，争做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者、简约文明婚嫁新
风引领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践行者。青岛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团市委、李沧区等有关领导也
为新人们送上了寓意“百年好合”
的文明婚俗纪念品及美好祝福。

在集体婚礼现场，还设置了
文明婚俗传统非遗展示体验区，
将当下备受年轻人喜爱的传统非
遗类婚嫁用品逐一展示，包括以

“香”为礼的非遗冷凝香手伴、“喜
上眉梢”的非遗剪纸、精致的非遗

茶果子婚礼摆台、夺目的非遗鲁
绣等。新人及现场宾朋们通过参
与手作香囊、喜字剪纸、喜果子制
作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感受
传统手作中吉祥美好的深刻寓
意，体会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
独特魅力。

据了解，为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和优良家风，积极倡树新
时代文明婚俗风尚，青岛市每年
都为热爱青岛、安家青岛、建设青
岛的年轻人举办集体婚礼，李沧
区也创新性打造了“礼乐青城”新

时代文明实践国风婚礼品牌。今
年，李沧区在以往“琴瑟百年”“囍
缔良缘”的基础上开启“颂禧百
合”新篇章，既延续了集体婚礼的
简约形式，又突出了传统婚俗文
化与文明婚嫁新风的深度融合。

目前，青岛市建成新时代文
明实践结婚礼堂132处，已为3000
余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将移风
易俗融入婚礼服务全过程，让群
众在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新时
代婚庆礼仪中体悟美好生活、涵
育文明乡风、引领时尚新风。

拜堂行礼、签署婚书、交换信物……

4对新人在青岛世博园举行中式集体婚礼

10月24日上午，
烟台市“讲年代故事

倡婚俗新风”移风
易俗宣传教育活动
在芝罘区婚姻登记
处举办。在年代婚俗
故事分享会环节，三
对不同年龄段的嘉
宾分享了各自的婚
姻故事和婚恋观。

援藏教师伉俪周清翱和孔凡红。 公交当婚车夫妻邹峰和高俊。 吕奇 摄金婚夫妻翟明申和姜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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