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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与模范母
亲面对面”家庭教育主题讲座
在春晗学校开讲。本次讲座特
邀来自上海的资深家庭教育专
家张丽娟担任主讲，吸引近
900名学生及家长参与。

张丽娟女儿从英国名校博
士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攻
克癌症的科研工作，取得多项
世界前沿医学成果。讲座现
场，张丽娟以十个维度详细
阐述了家庭教育的内涵，从
热爱家庭到生涯规划，全面
覆盖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需培

养的各个方面，强调情感、科
学、规范和互动在家庭教育
中的重要性。

互动环节上，家长们积极
提问，气氛热烈。“松杉教育”
创始人虞丽芳也加入分享行
列，她基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
在座家长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
强的家庭教育策略，包括如何
有效沟通、激发孩子学习兴趣
等，进一步丰富了活动内涵。

据了解，开展主题讲座是
我市“家庭友好月”的亮点活
动之一。

“与模范母亲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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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知道丈夫启明（化名）
心中有个“白月光”后，刘霖（化
名）时常会陷入自我怀疑中，觉
得自己不如对方。明知启明和

“白月光”一直有联系，可她不
敢摊牌更不敢吵闹，怕失去现
有的安稳日子。

刘霖和启明是通过亲戚介
绍认识的。“男生工作收入稳
定，身高1.78米，爱健身，有房
有车。”在亲戚的述说中，启明
的情感经历十分简单，从未有
官宣的女友带回家中。刘霖很
是满意，但她一开始也有点疑
惑，这么好的自身条件，怎么
31岁还需要出来相亲？亲戚解
释说，因为他平常忙于工作，身
边异性朋友少。

两人见面后，开门见山说
清了彼此需求，交谈后发现双
方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点。一开
始，刘霖还沉浸在“捡到了宝”
的喜悦中。可是相处后，刘霖明
显察觉到，两人之间没有热恋
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淡。“我们
都是‘奔四’的人了，都是冲着
过日子去的，不要折腾了。”面
对刘霖提出的生活需要仪式
感，启明给出这样的解释。

两人也算门当户对，在家
人的催促下，相处 3 个多月就
定下了婚期。婚礼敬酒时，启明
的好朋友对刘霖保持着客套和
疏离，刘霖并没有多想，毕竟自
己之前和这些朋友也没啥交
集。直到后来，她才明白原因。

尽管在外人看来，刘霖与
丈夫的结合宛如佳偶天成，启
明无不良嗜好，会做饭、会干
家务活，但在光鲜的外表下，
刘霖内心的感受却大相径庭。
她发现自己与丈夫更像是同
居室友，丈夫一天到晚沉迷于
虚拟世界，夫妻间对话很少而
且公式化，往往由刘霖发起，
丈夫仅仅简单回应，新婚夫妇
间的甜蜜似乎并未在他们的
世界里发生。

这样的生活让刘霖感到孤
独与困惑。启明在周末都会约
上朋友出去玩，刘霖则宅在家
里。有时，她觉得无聊，就要求
启明带她一起，可他以“朋友都
不带家人”拒绝了。刘霖心想，

启明平时下班后都回家，就周
末跟朋友玩下，便随他去了。

为了走进启明的内心，刘
霖开始努力融入启明社交圈。
直到加入他的朋友微信群，她
发现，启明对群内一名女同学
异常关注。这名女子，原来就是
启明心中的“白月光”。尽管已
有男友，该女子却与启明保持
着亲密关系。一次，刘霖无意间
查看到启明的社交账户，发现
启明多年以来默默守护这份未
果的爱慕，保存着关于“白月
光”的点点滴滴。

尽管没有发现实质性的越
界行为，启明对那位“白月光”
的特别对待以及频繁互动，让
刘霖深感不安。她私下不断探
究“白月光”的社交媒体，每一
次发现都加剧了内心的焦虑。
启明社交媒体上对待“白月光”
的热乎劲，让刘霖感到被冷落
和疏远，即便理智告诉她二人
并无不当，情感上却难以释怀。
这份复杂的情感纠葛，让刘霖
陷入深深的矛盾与不安之中。

为了打破这种生活，刘霖
学着打游戏。可同样是女生，启
明对刘霖不管不顾，而当“白月
光”在游戏中遇到危险，他就会
自觉变身骑士，选择当辅助。终
于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刘霖
见到了那个女孩，笑容甜美、声
音温柔，和她的现任男友也很
恩爱。启明笑着和两人打招呼，
脸上看不出一丝特别。

婚姻的平淡让刘霖渴望更
多温情与关注，她向往的是彼
此间充满爱意的眼神交流与宠
溺言语。与启明的沟通似乎总
在原地打转，他坚称与“白月
光”只是纯友谊，婚姻本就平
淡。可她记得，之前两个人发生
争吵时，启明说：“他们之间本
来就没有爱情，就是为了结婚
而结婚的。”

在刘霖心中，启明是理想
型的丈夫，可是对于丈夫心中
住着“白月光”这个问题，她十
分介意，久久无法释怀。“我还
能去改变他吗？我应该摊开和
他谈谈吗？这样下去，我们还有
幸福可言吗？”对于未来，刘霖
有些迷茫。

丈夫心头有个“白月光”，
我该如何面对？

“白月光”一词最早出自张
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
瑰》。其实，“白月光情结”的背
后，正是一种“得不到”的心理
因素在起作用。女神，作为男人
心中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存
在，便幻化成“白月光”，照在男
人心中，成为念念不忘的过往。

启明和刘霖的问题，“白月
光”只是导火索，真正的矛盾其
实从婚前就埋下了。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两个人草草结婚，没
有感情基础，也没有很深入地
了解对方，不知道对方喜好，未
融入对方朋友圈。这样的婚姻
本就是“经济合作社”，为了结
婚而结婚。婚姻的平淡更是让
启明忘不了“白月光”，那种朦
胧的爱恋颇有吸引力。既然丈
夫心头有个“白月光”，刘霖要
做的不是接受也不是抵抗，首

先是正确地辨析其中的利害。
如果丈夫只是忘不了，没有实
质越界行为，而且对家庭还是
有责任与担当的，不妨开诚布
公地表达出你的心里想法，把
内心对“白月光”介意的真实感
觉详细告知，让丈夫也能站在
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双方如
能达成一致，那在以后日常生
活中就多创造属于两人的小甜
蜜，多沟通多了解，走进彼此的
内心，携手共赏眼前的月光，让
那些青涩记忆自然淡去。如果
丈夫为了“白月光”选择放弃婚
姻，那也不必强求，与其沉浸在
纠结中，不如勇敢地往前走，寻
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张爱玲说：“海底月是天上
月，眼前人是心上人。”既然相
遇，便彼此珍惜。既然有缘，便
认真去爱。

“是亲不是亲，非亲却是亲”。夫
妻，没有血缘关系，却是更为亲密的
亲人。在“云溪嫂”情感驿站，参与多
起婚姻家庭纠纷案件调解的苦竹塘
村妇联主席、“云溪嫂”杨希玲，对这
句话有着切身体会。

前几日，“云溪嫂”情感驿站来
了一对年轻夫妻，因为丈夫背着妻
子把她的手镯变卖了，妻子一怒之
下报警将丈夫送进派出所，事情越
闹越大，两人在派出所民警的陪同
下，来到情感驿站调解。

丈夫小丁（化名）是一名自由职
业者，有时候跑滴滴赚点生活费，妻
子小花（化名）在工厂上班，两人是

“半路”夫妻，各自离异后凑在一起
生活。事情的导火索是前不久，小花
发现自己的镯子不见了，以为家里
遭了贼，万万没想到竟是“家贼难
防”。“最近金价上涨，他就把我的镯
子卖了，那是我妈买给我的礼物，他
凭什么？”小花的眼眶泛红，语气中
带着难以掩饰的委屈与失望。而小
丁则是满脸的无奈与猜疑：“她每天

对着手机，和那些男人聊得火热，我怎
么就不能多想？”言语间，是深深的不
安与不信任。

杨希玲静静地倾听着，她知道，这
场看似因镯子而起的风波，实则是两
人沟通缺失、理解偏颇的外在表现。在
杨希玲引导下，夫妻俩开始尝试放下
防备，直面彼此的脆弱。小丁最终承
认，是自己的游手好闲和对未来的焦
虑，让他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小花也
澄清，手机中的聊天不过是工作交流，
从未有过任何逾矩。

最终，小丁决定拿出自己存的一
万元作为赔偿，也是对重修旧好的承
诺。他紧紧握住妻子的手，眼含泪光：

“我们好好回家过日子，以后我一定努
力，不再让你受委屈。”

“婚姻家庭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
和谐稳定，矛盾纠纷形形色色，当事
人诉求不同，需要我们用真心、爱
心、诚心开展调解工作。”杨希玲表
示，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说和辅导，促
成夫妻双方和好，心底里有说不出
的喜悦。

手镯风波中的婚姻重塑

说透情理法 护航幸福路

听“云溪嫂”说婚姻
小家和谐，才能推动社会

大家安定。
在上溪镇，活跃着一支“云溪嫂”队

伍，她们大多是村里的中年妇女，当中有妇联
主席、企业职工、学校教师等，社会阅历丰富。“云溪

嫂”是该镇基层群防群治的重要力量，也是村里消息
最灵通的“信息集成中心”。自组建以来，她们坚守初
心，直面群众，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焦点难点堵点，实行

“婚调+”工作法，不断出实招真招妙招，招招见效，用一
次次握手言和、事了人和，助力织密基层治理平安网。

近日，位于上溪镇苦竹塘村的“云溪嫂”情感
驿站在原有婚调室的基础上全新升级，这座情

感的避风港，成为调解纷争、凝聚人心的新
地标。本期《心灵护航》，记者走进“云溪

嫂”情感驿站，听“云溪嫂”细述婚
姻里的酸甜百味。

“云溪嫂”和民警开展平安家庭宣讲。

在苦竹塘村，提起杨希玲一家，
乡邻们无不竖起大拇指交口称赞。
22岁时，杨希玲嫁给了大自己一岁

的丈夫，丈夫务农，杨希玲在工厂务
工。岁月悠悠，如今已近花甲之年
的夫妻依旧恩爱，家庭幸福，更培
养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儿子。看似
平凡的家庭背后，实则是良好家风

的影响。
记者问及她的教育秘诀

时，杨希玲只是朴实一笑：
“哪有什么技巧，无非是直

话直说，问题出现就摆在
桌面上，但我们坚持不在
孩子面前争吵。”他们之
间也有争吵，但如同雷阵
雨，来得急去得快。这种直
率的沟通方式，背后隐藏
的是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以及对孩子成长环境的精心呵护。在
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孩子不仅学会了
面对问题的勇气，更从父母身上学到
了何为真诚与担当。

杨希玲这份“直来直去”，同样成
为她调解邻里纠纷的“利器”。她以爽
朗的性格和一颗真诚的心，成为乡亲
们心中的“杨大姐”。在她的调解桌上，
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掏心窝子的话，
和那股子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的韧
劲。她的每一次调解，都仿佛在给乡村
人际关系做一次新的构建，让矛盾的
双方在她的开导下，逐渐放松下来，找
到彼此和解的可能。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采访中，
杨希玲多次提到，家庭成员间因观点

不同、利益关系变化而有不同的认识，
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就会容易产生家
事纠纷。家事调解工作，是一项既需要
专业知识又需要同理心、还需要沟通
能力的技术活。“云溪嫂”结合市妇联
创新的“一二五七”（要爱吾妻）工作
法，以自己的小家或身边人的经历唤
醒情感认同，打开双方的心结，让家庭
成员重归于好，小家的牢固组成社会
大家的安宁。

“我们现在做婚调工作，不为名和
利，只想发挥自己所长，为和谐家庭作
贡献。”上溪镇妇联主席俞彩霞表示。让
妇女群众和广大家庭更有幸福感、安全
感，是410余名“云溪嫂”不辞辛苦持续
工作的动力，也是她们共同的追求。

以真诚筑桥，守护万家灯火

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
婚。调解中，杨希玲印象十分深刻的
是一对“50后”夫妻。发生在这对老
年伴侣身上的故事，让她感慨万千。

花甲之年的刘老汉（化名），每
日在田间辛勤劳作，夕阳西下，他带
着一身疲惫和满身泥土回到家中，
一杯烈酒成了他暂时忘却辛苦的方
式。然而，酒精并未成为慰藉，反而
成了情绪失控的催化剂。妻子芳姨
（化名）因眼疾视线日渐模糊，日常
生活中对丈夫更加依赖，话语也多
了起来。但这份依赖，在酒精作用
下，却化作冲突的火花。

“我讲几句，老公就打我。”芳姨
的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头一
紧。家庭暴力，这个在传统观念中往
往被忽视的话题，如今在妇联的介
入下，被摆上了台面。

幸运的是，村里的情感驿站，
成为这对老夫妻关系修复的桥
梁。调解过程中，杨希玲深刻体会
到，每一次冲突背后，都是芳姨未
被听见的需要与渴望，她的眼泪
与诉求，正是家暴背后隐藏的无
助与期盼。于是，她引导双方在理
解与包容中寻找彼此的影子，鼓
励老汉分享田间的辛劳，也倾听

妻子因视力减退而加剧的孤独与恐
惧。在一次次对话中，那些被生活琐
碎掩盖的情感慢慢浮出水面。在“云
溪嫂”的引导下，刘老汉逐渐认识
到，暴力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
加深家庭的裂痕。

调解的过程，不仅是对错误行
为的纠正，更是一次心灵的触动与
教育。通过耐心的沟通与引导，刘老
汉开始控制自己的饮酒量，并意识
到家暴是犯法行为，芳姨也在学习
如何以更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表达
自己的关心。在“云溪嫂”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的调解后，夫妻最终握手

言和。家庭情感纠纷具有反复性，做
好动态回访非常重要。两天后，“操
心”的杨希玲再次上门关心夫妻俩。
此后，夫妻俩只要遇到点事情，总会
第一时间找到“云溪嫂”求助。

探寻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根源，
不 懂 法 不 守 德 是 重 要 原 因 。在 日
常工作和生活中，“云溪嫂”会主动
排 摸 和 搜 集 本 村 治 安 信 息 、违 法
犯罪线索等基础信息并及时上报。
当发现情感类、经济类等矛盾纠纷
苗头时，及时请公安机关或上级部
门 介 入 化 解 ，或 引 导 至 情 感 驿 站
进行疏导。

“50后”夫妻的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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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溪嫂”与村民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