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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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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玲玲

新居民，一个特殊的群体，打工生
活，让他们和农村疏远了；流动，让他们
追求幸福更有自主权；而他们的工作性
质，往往又让他们与爱情擦肩而过。对于
绝大多数城里人来说，新居民的婚恋问
题，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有调查显示，
婚恋情感问题已成为困扰单身新居民的首
要心理问题。

又一年“光棍节”到了，这个美好而
“沉重”的话题又在单身的光棍中热络起
来，那些在瑞安工作和生活多年，却还没
有找到自己“另一半”的新居民，处于怎
样的情感状态？他们对爱情又有怎样的看
法和期许？连日来，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新居民“光棍”，听听他们的心声。

交友难，婚恋更难

““光棍光棍””节节，，新生代新居民渴望新生代新居民渴望““脱光脱光””

“成家才能立业嘛，我希望适

龄新居民都能有个家。来瑞安务工

的人比较多，夫妻两个人一起过，

花销肯定会省不少，房子也只要租

一间房就够了。而且，老婆还能管

着老公，打架的、赌博的自然会少

了。有什么事，两个人还可以商量

商量。”新居民旭阳认为有个家更

好。

事实上，新居民中有很大一部

分都处于婚嫁年龄，但却很少与本

地人交往，来往对象主要是同乡，

生活单调，漂泊感强。临时性、不

稳定性，使得他们在瑞安顺利找下

另一半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

在新居民婚恋情感问题上，本

报 “ 情 感 话 题 ” 的 特 邀 情 感 嘉 宾

ELLE 表示，男性是关注的重点，这

不仅因为他们择偶相对困难，还因

为他们有可能与社会产生摩擦，进

而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女性更

应该受到社会的关心和保护，但她

们也必须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以

融入城市为目的的婚姻，往往无法

给她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作为城市建设主力军，每个年

轻的新居民都怀揣着在城市安家立

业的美好愿望，如果他们能在城市

找到另一半，不仅有助于弥补他们

的感情空白，生活工作更加稳定，

还能减少他们与城市的摩擦和对立

情绪，让他们中的更多人慢慢真正

融入这个城市。

面对新生代新居民在异乡生活

所面临的种种困惑，近年来我市着

力营造新居民“幸福感”，通过建造

外来务工人员公寓、提供免费夫妻

房、举办集体婚礼等举措，着力为

新居民营造幸福港湾。

但这些举措毕竟还只能惠及小

部分新居民，更多的新生代新居民

渴望被关注，期望有更多实实在在

的举措帮助他们解决婚恋问题。让

我们共同努力，为新居民婚恋营造

更好的环境，创造更好的条件，让

他们早日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

接触异性少
找不到人交往

来自四川的赵梦琴，是城区一家饭

店的服务员。娇小的身材，水汪汪的大

眼睛，让人一看就心生欢喜。她今年

25 岁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心目中的另

一半。每天9时30分准时上班，晚上最

早也要 22 时才下班，赵梦琴的一天时

间几乎都在饭店里。“我们饭店，女生

多，男生少。有朋友给我介绍过对象，

但不是家乡的人，我就拒绝了。爸妈希

望我找个老家的人。”赵梦琴说。

“大家笑我是超级剩男，我这样的

年龄在老家已经很难找到女朋友了。”

今年 31 岁的洪小斌，来自甘肃农村，在

莘塍的一家汽摩配工厂上班，在瑞安工

作已经整整 10 年了。由于他性格腼

腆，沉默寡言，平时很少跟女性朋友往

来，朋友圈子也很小。“在瑞安倒有几个

老乡，可大家也都在忙自己的事，很少

聚在一起。”洪小斌不无苦涩地说。

“白天忙着上班，晚上也没什么娱

乐活动，根本接触不到异性。”洪小斌对

自己的婚恋环境有些不满。洪小斌说，

一年也就过年的时候回家，虽然每次家

里都为他安排相亲，可来去匆匆，关系

还没固定下来，又得回来上班了。

来自江西的刘升，月收入 3000 元

左右，在东山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企业做

钳工。眼看已经“奔三”的他，对个人婚

姻问题十分焦急。刘升说，车间里清一

色的男性，而单位的女性平时全躲在办

公室里。“她们是白领，坐在办公桌前敲

电脑、喝咖啡，和我们这些蓝领有一定

的距离。”刘升调侃地说。

记者了解到，基层打工者所处的企

业，往往男女比例失调。在一些大型工

厂，男女比例极为悬殊，特别是重工业

生产制造类企业，男性工人占了绝大多

数。工作在一个缺少异性的环境里，导

致他们没有机会结识更多异性。

最近，来自广西的小伙子乐乐通过微信，

结识了一位女性朋友。“不过，我们只是普通

朋友，偶尔出来吃饭聊天。”乐乐在市区的一

家理发店工作，工作闲暇时，喜欢拿手机上

网。上个月，他在微信上“摇”到了一位老

乡。“目前，大家彼此了解还不够，能否进一步

发展，嘿嘿，再看缘分吧。”

对于 80 后、90 后新生代打工者来说，上

班时间长，下了班回宿舍，由于宿舍中没电

脑、休假较少等原因，往往无法通过电脑上网

交友。而手机上网具有方便快捷、灵活的特

性，成为很多新居民和外界沟通、获取信息的

最主要方式。

不少单身的年轻新居民表示，尝试通过手

机、电脑等网络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没

办法，现实中遇不到人嘛，只好通过网络来扩大

人际交往。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网络中，只要

碰到对了的人，都可以。”在鞋厂上班的新居民

小江说，他的身边就有不少朋友通过QQ、微信

等方式结识了异性朋友，其中有一个到了快要

结婚的地步。对此，小江羡慕不已，他说：“网恋

找对象的成本更低，更方便。”

但也有人觉得通过网络结识朋友，并不

是很靠谱。对于网恋，女性受访者的态度更

保守些，她们更愿意在单位里、在生活中结识

另一半，或者通过别人介绍。小江的女同事

小叶就说，她坚决不会在网上寻找另一半，她

认为“网上信息很多都是不真实的”。

上网识异性 真靠谱的不多

“其实，我原来在老家是有一个女朋友

的，但由于一直分隔两地，后来就分手

了。”来自嘉兴平湖的小张说，他大专毕业

后就跟随家里人来了瑞安，帮忙一起开小饭

馆。当时的女朋友在老家也有固定工作，她

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工作。“刚开始，我们还

无法割舍这段感情，后来终于抵不过空间的

距离，异地恋太辛苦，一年后就分手了。”

单身新居民的爱情，多少有些“脆

弱”，除了异地恋的原因，还有很多是因为

工作收入低或者休假少，造成了新居民情侣

们的情感不稳定。

小陈今年 27 岁，老家在江苏省江阴

市，初中毕业后到瑞安打工，现在一家铸造

企业当车间小组长，月薪有四五千元，手下

还管着三四个人。眼看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但缘分还是迟迟没来。小陈说，车间里清一

色的光棍，每天三班倒，加上目前还住在单

位宿舍，根本没机会认识女孩。不过，这几

年省吃俭用，小陈的手头存了六七万元。

“目前，还是先好好攒钱。有了钱，才有成

家的资本嘛。”对于未来，小陈还算乐观。

“这里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女孩们

物欲需求也更高。”来自贵州的许阳说，谈

恋爱太花钱，瑞安的消费成本太高，出去

吃个饭就要一两百元。“以前结识了一位女

朋友，就是带她去吃了次快餐，结果说我

小气，后来跟我分手了。”许阳的月收入

3000 元左右，刨去一个月 800 多元的房

租，剩下也就不多了。他有些感叹地说：

“经济收入达不到恋爱的要求，很难找到合

适对象”。

经济收入低 感情比较“脆弱”

盲目的“脱光”不如淡定守候
“光棍们，晚上一起去相亲！”“光棍节快

到了，急求一女友。”这几天，虽然身边不少单

身朋友纷纷在网上发各种呼吁“脱光”的帖

子，但在东山经济开发区某企业工作的陈亮

却丝毫不为所动。

30 岁的陈亮，6 年前从老家湖北到瑞安

后，一直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

这两年，家人急着给他介绍对象，希望他快点

结婚生子，但他并不想这么快就告别自由自

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为了告别单身，我有个

朋友与相亲的女孩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这

样的感情基础能牢靠吗？”看到亲戚朋友一个

个告别单身，陈亮有羡慕也有感慨。他认为，

趁现在没有家庭负担，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

事业上，所以今年他继续淡定地过“光棍节”，

直到“心中的她”出现。

“光棍节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日

子，跟平时一样，要么宅家里，要么跟兄弟去

喝酒。”新居民小胡说，自己对节日不敏感，对

于寻找伴侣也不是很迫切。相貌、学历、家庭

条件、个人能力、善解人意⋯⋯当记者把一堆

择偶元素罗列出来时，小胡毫不犹豫选择了

“善解人意”。小胡认真地说，像他这样一个

人在异乡打拼的新居民不计其数，暂时没有

太好的物质条件，因此希望未来的“另一半”

能充分理解，并愿意一起奋斗。

在市区超市工作的新居民林燕，今年 31

岁，但她并不着急要嫁出去。她对另一半的

标准是：对方必须要有上进心，没钱不要紧，

最反感的是混日子，不思进取。

在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示，身处异地，

特别容易孤单，想早点结婚成家，有一个亲密

的人倾诉衷肠，缓解精神上的压抑，分担生活的

压力，分享快乐的心情。但同时他们也表示，不

能因此就降低择偶的标准，匆忙找一个人过日

子，毕竟婚姻是一辈子的事，还是需要慎重。

他们的婚恋
期待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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