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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婚礼受欢迎，彰显婚俗观念的进步

三种感觉，体会何为幸福
幸福是什么？是名利加身，还是财富惊人？其

实，幸福很简单，比如藏在我们内心的三种感觉。1.有

事可做的充实感。如果我们全身心去做一件事，即使

又忙又累，会觉得很充实。比如，读一本书、观一朵花、

品一味茶。2.小有所成的满足感。认真经营好自己，

那些小成就、小收获，也是对我们付出的回报，是不小

的满足。3.未来可期的安全感。生活中，如果前面充

满期待，会让我们拥有满满的安全感。 @新华社

近年来，极简婚礼受到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据中国

青年报对 1251 名青年进行的一

项调查，78.4%的受访青年支持

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

年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是年轻

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体现，63.4%的受访青年认为应取

消婚闹等不良习俗。

相比简约婚礼，传统婚礼流程复杂，从准备阶段就让

人费心费力还费钱。走完整个婚礼流程，很多新人不仅

感受不到太多快乐，反而觉得很疲惫，甚至不少家庭会因

此背负沉重的经济负担。这种大操大办的传统婚礼，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抛弃。

与此同时，被抛弃的还有婚闹等不良风俗。近年

来，各种因婚闹造成的新人被性骚扰、遭受人身伤害的

事件不时见诸报端，越来越多人呼吁取消婚闹。毕竟，

没人希望自己和另一半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还要以

“遵守风俗”的名义纵容一些人借着低俗婚闹胡作非为。

极简婚礼一方面体现了年轻人追求个性和表达内心

自由的新风向，另一方面也说明，如今很多年轻人并不会

向外寻求所谓的“幸福”，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只要自己

感到幸福了，那就是幸福。

事实上，传统婚礼中的许多繁文缛节和排场，本质上

是为了攀比。为了追求片刻的虚荣感，增加自己的经济

负担，为了“面子”牺牲“里子”，这笔账并不划算。相比起

在婚礼上投入巨额花费，不少人更愿意把这笔钱用于蜜

月度假、装修新房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婚俗观念的转变，让婚礼回归了原

本的面貌——表达祝福，分享快乐，享受幸福。新人们在

婚礼中表达了更多的真情实感，可以享受属于自己的幸

福时刻；而参与婚礼的人，也不用考虑太多人情讲究，能

够与新人一同分享喜悦。更重要的是，极简婚礼有助于

推动一些地方移风易俗，改变落后陈腐的婚姻观念。

当然，在转变的过程中，除了年轻人的主张，也离

不开家长的支持。在很多地方，双方家长的态度仍然

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越来越多的家长不再为了所谓的

“面子”去讲究婚礼排场，这对于婚俗进步显然有着积

极作用。 黄帅 光明网

相信坚持的力量 成为优秀的自己
你在春天的每一分耕耘，都会被时光铭记，待到

金秋时节，还你满载而归。每天睡前看会儿书，那些你

学习过的知识，会指引你到达想要去的地方。也别忘

了多做运动，当你拥有健康的身体，才更有精力和能力

去争取一个你想要的前程似锦。不负时光，你终会迎

来一个更加崭新和优秀的自己。愿你所想皆所成，一

心向阳，在这春日里，收获更好的自己，不断遇见心心

念念的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

教育部 3 月 19 日公布了 2023 年度普通高校本科

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并发布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其中，增设本科新专业 24 种，2024 年起

即可进行高考招生。（3月19日 央视网）

“教育部公布增设24种新专业”的消息刚一发布，

就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高校增设新专业原本

是教育部门的基础工作，为什么会成为群众热议的话

题？高校新增 24 种本科新专业，培养国家急需人才，

看似是教育部门的“小事”，实际上是关系服务国家战

略需要的大事；说起来是每所大学的具体工作，却又是

关系着千千万万大学生未来就业的民生关切。一头连

着国家未来的发展，一头连着千百万大学生的就业，

“高校专业设置”自然令人瞩目。

从本次增设的24 种新专业看，有许多亮眼之处：

一是立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设置了大功率半导体科

学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二是聚焦科学前沿

和关键技术领域，深化“四新”建设，设置了电子信息

材料、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三是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置

了中国古典学等专业；四是聚焦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

求，落实体育强国建设部署，设置了健康科学与技

术、体育康养、足球运动等专业。细心的人会发现，

这些变化是国家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的战略

性调整，是适应社会的需求，符合大学生未来就业方

向，非常迫切和需要。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趋加大，一方面是因

为就业人数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与高校的部分专业设

置“不接地气”，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社会需要有关。高

校专业建设只有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与大学生未

来就业“水乳交融”，才能有的放矢培养出国家战略人

才和社会紧缺人才。 此次学科专业设置优化调整就

是引导高校结合实际，增设急需专业，调减就业率过

低、不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高校专业调整只有紧跟

时代步伐，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聚焦社会需求，才能提

升教育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才能为大

学生就业带来更广阔的前景。 栗 水

“增设24种新专业”
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