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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社区举办玫瑰沙龙交友活动

“我从小到大不是很叛逆的人，对交友也不

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但很明显，妈妈把交朋友这

件事想得太简单了。”来自上海的95后女大学生

肖奇，近来颇为一桩事感到烦恼：妈妈极度热衷

给独自在大城市求学的她“安排交友”，而肖奇也

极度排斥“被安排”。

如今，有不少在校大学生或者职场年轻人，面

临和肖奇类似的烦恼。他们的父母，往往对子女能

否适应大城市独立生活始终怀有极大的担忧，或者

对子女人际关系发展持有个人观念，因而按照自己

的一套标准，“跨地隔空”为子女“安排朋友”。

“安排朋友”杀伤力不亚于“安排相亲”！违

背心理舒适程度和自然程度的交友方式，困扰了

90后、00后的生活，甚至影响到和父母的关系。

日本机器人代理相亲
成功率高

日前，首场“机器人代理相亲大会”

在日本东京举行。大会规则是相亲男

女不允许直接交流，而是通过日本科技

公司 CyberAgent 开发的“相亲机器人”

代为自我介绍。

参与相亲的男女在见面之前先将

自己的个人信息和兴趣爱好告诉机器

人，回答共45个问题，包括出生日期、出

生地、爱好、喜欢的食物和体育运动、工

作内容等作为基本信息，也可以录入特

长、年收入和未来的梦想等内容。接着

由双方的机器人进行 3 分钟的交流。

如果两个机器人收录的兴趣爱好相同，

机器人还会帮人赞叹一句“哇，我也

是。”

据悉，这款相亲机器人的设计初衷

是为相亲的双方初次见面时缓解尴尬，

以很小的身形减少压迫感。当日共有

28 位 25 岁～39 岁的未婚男女参与，最

终机器人撮合了4对情侣，成功率约为

28.5%，成功率相对较高。虽然有部分

网友为创新点赞，不过更多人表示，场

面反而更加尴尬。

（据环球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刘

绮云 周云飞）为帮助单身青年解决交友

难问题，近日，深圳大学社区党委和深

圳大学工会联合在深圳大学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举办了玫瑰沙龙单身职工交

友活动。活动吸引了深大教师、医务人

员、院系管理人员等 50 多位单身青年报

名参加。

当日活动，男女嘉宾们在主持人的带

动下先进行自我介绍，他们纷纷亮出了自

己的绝活，展现说唱、模仿秀、朗诵等才

艺。随后，大家还玩起了“海盗船长”等互

动游戏，通过彼此协作、互相配合的游戏

环节，在场的单身男女青年在最短的时间

从陌生到熟悉，促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在

最后的好感投票环节，有多对单身青年向

彼此表达了好感，并期待通过线下交流的

方式继续相互了解。

据了解，下一步深圳大学社区党委将

继续发挥好枢纽型组织作用，进一步整合

资源，创新形式，扩大覆盖，在青年群体中

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交友联谊活动，服务

于青年的社交需求，为广大单身青年创造

一个沟通交流和展示自我的平台。

缺爱or压力过大？

2018年
全国结婚率创新低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

2018年全国结婚率为7.2‰，为2013年

以来的最低。从各省市自治区来看，经

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比如 2018 年上

海、浙江结婚率只有4.4‰、5.9‰，广东、

北京、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

数据显示，随着中国人均GDP（地

区生产总值）接近 1 万美元，逐步达到

高收入国家水平，结婚率却越来越低，

并且越发达的地区结婚率越低。

3 月 18 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

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石智雷指出，

结婚率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晚

婚，初婚时间进一步推迟了。另外，

结婚率的下降与人口结构关系很大，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结婚适龄人口的

比重在相应减少，这必然会导致一般

结婚率的下降。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潘建雷则认

为，现代化水平影响结婚和生育。城

镇化水平不断上升，进入城市的人越

来越多，但是城市的生活成本实际上

是高于农村的。在城市两个人结婚

并不一定会减轻负担，有孩子后会加

重负担。据数据显示，发达地区一般

出生率低，同时结婚率也很低，这两

个数据吻合。

（肖明）

90后李萌萌本科毕业后闯荡北京找工作，一

个人租房，单身，成了北漂。靠着勤奋努力，李萌

萌在同龄人中拥有相当不错的收入。初来乍到，

李萌萌还没认识很多新朋友，主要人际关系都活

跃在职场关系里。偶尔她会感到孤单，但能够自

我排解——方法是在豆瓣上找人组团周末 city

tour，半年一次结伴长途旅行。

爸妈很快察觉到了李萌萌在北京人际北京人际关系

方面的单薄，于是就按照自己的一套标准和想

法，搜罗了周边能认识的，和李萌萌有诸多“共同

特质”的年轻人，介绍给女儿认识。比如都是北

漂、独居、爱好文艺等。

李萌萌多次和爸妈提出，她并不需要太多所

谓的朋友，一个人舒服自在的状态挺好，但爸妈

觉得女儿这样“不正常”，是病态的，有个颇具规

模的朋友圈，才是阳光积极的表现。

在和爸妈几轮拉锯战后，李萌萌还是败下阵

来，答应努力接受爸妈推荐的年轻人。“我几乎每

次一见面就后悔，大家完全是不同频道的人。这

就像HR筛选简历和面试真人这两阶段的差别，

爸妈的确按照‘共同点’筛选，但见面都成了大型

‘翻车’现场”。

“内心很排斥，身体在勉强接受。”李萌萌说，

但不小心开了一个头，感觉就没法再拒绝后续的

“安排”了。

夏翠翠指出，该现象隐藏了一个深层次问

题，即“为什么能接受”。“如果孩子能独立面对自

己的生活，为什么要接受‘被安排’呢？这可能是

她在家庭里和父母长期互动的结果”。对此，夏

翠翠认为，和李萌萌有同样难题的年轻人，可以

选择针对父母的担心作一些表达。“父母给安排

交友是怕你孤独。如果你能在他们面前展示出

你拥有丰富的生活，他们的担心会相应减少。”

（据中国青年报）

肖奇是个性格内向的女生，平时生活比较

宅。离开老家去上海读大学后，妈妈就很操心地

要为肖奇找一些能在上海帮助她的“老乡朋友”。

这些人通常是肖奇妈妈同事家的子女，年纪

比肖奇略大一些。妈妈和同事都觉得这主意极

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长的“牵线搭桥”

下，那些“老乡朋友”一般每隔两周请肖奇吃饭，

或者约她出去逛街玩耍。

肖奇感到“有点怪”，不太乐意，但没有理由反

驳妈妈，每次都去了，场面无一例外都很尴尬——

“朋友们”没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只是出于家

长的要求，出于礼貌，专门花时间来学校找她。

除了每次硬着头皮和那些哥哥姐姐“尬聊”，

更令人不快的是，妈妈总是通过这些“朋友”打听

自己的种种情况。肖奇说，与其说是妈妈帮她找

朋友，不如说是给自己多找了几个监控摄像头。

“我明明自己可以过得很好，一个人到大城市

读书，本来不就是要学习独立成长吗？妈妈强行

安排朋友，我不仅不能成长，还总要想办法躲开他

们，或者防止他们向我妈透露什么不好的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心理咨

询与服务中心副教授夏翠翠认为，肖奇妈妈的表

现是一种“分离焦虑”的体现。孩子成年之后，当

父母和孩子分离，父母可能会表现得比孩子更焦

虑。“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尤其是孩子离得比较

远，不在他们视野范围内的时候”。夏翠翠认为，

面对“分离焦虑”，除了沟通，父母自身成长是关

键。“孩子离家之后，从家庭的成长周期来看，父

母要面对空巢期突然而来的失落，自身也需要成

长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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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朋友如同“多双眼睛”？

无法阻挡的父母“安排”，可能是家庭中与父母互动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