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麗和阿飛同住廣東東莞某
村，兩人2000年相戀，2001年
結婚，婚後生了三個孩子。2010
年起，阿飛經常在外賭博，時常
凌晨兩三點才回家，甚至徹夜不
歸，性格也逐漸暴躁起來，經常
打罵阿麗。去年的一次家暴事件
後，阿麗心灰意冷，向法院起訴
要求離婚，並爭取三個孩子的撫
養權。
見此情況，年僅10歲的大女
兒寫信給阿飛說道，「爸爸，改
過自新吧，你和媽媽不要再吵
了，和好如初吧，因為我已經很
久沒有感受到家庭的溫暖了」、
「望爸爸知錯就改」等。

看着孩子稚嫩的筆跡，在法官
的調解下，阿飛向妻子阿麗寫下
「承諾書」，承諾不再對她實施
家暴、不再賭博、今後努力工作
等。阿麗也決定再給丈夫一次機
會，向法院申請撤訴。

■《南方都市報》

藏語版《喜歡你》
網絡點擊 人次破億

寧夏男人最怕老婆

昨天，為紀念20世紀傑出的繪畫大師徐悲鴻先生誕
辰120周年，由徐悲鴻紀念館、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
藝術學院和徐悲鴻藝術委員會聯合舉辦，徐悲鴻紀念
系列活動之「筆墨含情‧致敬悲鴻」在南京舉行首發
式。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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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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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求助人信息的筆記本。
本報河南傳真

「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在中國，男人怕老婆源遠流長。近日，一項
針對內地31個省市區的入戶調查顯示，在怕
老婆方面，寧夏排名第一，上海屈居第七。
調查顯示，受訪家庭中，有16.7%是「妻

管嚴」，6.6%是「夫為貴」。從地域看，東
北家庭中妻子的地位最高，「妻管嚴」比例
達19%；中部地區超過一成（10.4%）的老
婆怕老公，
「夫為貴」
比例內地最
高。
具體到各
省份，最怕
老婆的是寧
夏和浙江，
比例近三成

（寧夏：29.6%，浙江：29%）。河南則
是最推崇「老公至尊」的省份，有19.1%
的家庭中妻子「怕老公」，居內地之冠，
也是唯一一個「怕
老 公 」 比 例 高 於
「怕老婆」比例的
省份。

■《四川日報》

家住河南鄭州的張文中是一
位普通的理髮師，但是卻被當
地人稱為「月老下凡」。喜歡
助人為樂的他從27歲開始就幫
助想要找對象的青年男女牽線
搭橋。在不耽誤工作的前提
下，20年裡，他介紹的夫妻就
有近千對，處理對象的更是多
不勝數。令人津津樂道的是，
他們的婚姻大多幸福美滿，很
少有離異。
張文中說「幫別人相親二十

多年了，我也總結了一些經
驗，要是誰需要，我可以給提
供一些做參考。但是這種事情
要順其自然，沒有別的辦法。
但是見的人多了，我也就知道
誰跟誰更合適了。」

■記者 曹宇 鄭州報道

河河南南「「月老月老」」2020年牽線千對有情人年牽線千對有情人

隨着春天萬物復甦，蚊蟲蛇蟻
也漸漸多了起來。近日，在廣東
廣州白雲區，有民眾發現一種怪
蟲並抓了起來。記者看到，這種
生物似蟲非蟲，體型大小和蚯蚓
類似，細看卻又像蛇，引得不少
民眾圍觀討論。
據華南瀕危動物研究所的專家

介紹，這其實是一種名叫鈎盲蛇
的動物，也是世界上體型最小的
蛇之一。據了解，鈎盲蛇平均體
長僅約6至17厘米，屬單性繁

殖，頭部和尾部看起來一樣，且
眼睛已經退化無視能，這就是為
什麼牠看起來像蚯蚓。專家還表
示，鈎盲蛇以白蟻或其他小型昆
蟲的幼蟲和卵為食，屬於益蟲，
對人類也無害。

■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穗現體型最小蛇穗現體型最小蛇 細如蚯蚓細如蚯蚓

徐悲鴻誕辰120周年

內地怕老婆
排行榜

排名 省份
1 寧夏
2 浙江
3 湖北
4 陝西
5 江西
6 黑龍江
7 上海
8 安徽
9 海南
10 吉林

「這個視頻之所以火，不是我唱得有多好，而是年輕的西藏讓人大吃一驚。」

最近，因用藏語翻唱Beyond樂隊經典歌曲《喜歡你》，25歲的藏族女孩邊巴德

吉走紅網絡，演唱視頻點擊率已上億人次。她認為，自己的這次嘗試或許會給西

藏一些啟發——用全新的方式向外界展現傳統和現代的西藏。 ■中國新聞網

七年前，從西藏大學藏戲專業畢業後，邊
巴德吉加入了西藏自治區藏劇團，今年

藏曆春節晚會，西藏電視台策劃推出導視片
《青春拉薩閃舞瞬間》——在拉薩街頭舉行一
次快閃活動。
「有朋友知道我唱歌還可以，就推薦了

我。」在拉薩鬧市區一家商場外，邊巴德吉的
歌聲首次出現在了大眾耳邊，不過那一次她唱
的是粵語版的《喜歡你》，那個視頻也沒能火
起來，「不少人還評論說我的粵語不標準。」

融入藏戲唱法 展示現代西藏
「粵語不行就唱藏語。」藏語版《喜歡你》
應運而生。在西藏大學食堂，邊巴德吉悄然出
現在人群中，靚麗的藏裝、新潮的妝顏、動情
的歌聲，就餐的學生從好奇到圍觀再到跟着節
奏起舞，視頻中，所有的元素都滿溢年輕人的

活力。
視頻發佈不久，點擊率就突破了百萬人次。

目前，這一數據已經上億，而在微信朋友圈，
視頻的轉發已達到「刷屏」的節奏。
關於未來，邊巴德吉說道，「自己從小就喜

歡音樂，所以會繼續唱下去。」「藏戲也不會
放棄，因為那是我的事業。」邊巴德吉認為，
藏戲早已成為她人生的一部分，自己從出生那
天起就已與藏戲為伴，「其實《喜歡你》裡也
加入了很多藏戲的唱法。」
邊巴德吉認為，自己的這次嘗試或許會給西

藏一些啟發——用全新的方式向外界展現傳統
和現代的西藏。
「其實不光是藏戲，整個西藏都需要讓外界
了解，現在的西藏也有流行音樂、快閃，年輕
人也喜歡Beyond、蕾哈娜。」邊巴德吉說，
「我們不是活在歷史裡的人。」

■■邊巴德吉邊巴德吉。。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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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她家徒四壁，為給女兒

治病，賣掉了家中僅剩的房子，又

外借親戚朋友15萬元（人民幣，下

同），但最終女兒還是去了另一個

世界。那時的她萬念俱灰，一無所

有。為了還債，已至不惑之年的她

毅然決定離開家鄉外出打工。不顧

外界的質疑，她選擇做一名當時很

多人不願去做但薪酬不錯的月嫂。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決定，改寫了

她和許多河南原陽縣婦女的命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娟 鄭州報道

豫五旬月嫂
飽嘗酸甜苦辣
帶領逾千姐妹走向花樣生活

對於楊秀芳和很多原陽月嫂來說，「月嫂」這個
職業為她們帶來了高薪，讓她們在家裡獲得了更多
的話語權，同時，旁觀者清，在做月嫂的時候，她
們也從中感悟到了很多家人之間的相處之道。
楊秀芳說：「有一次我在一個僱主家裡做月

嫂，這家的媳婦兒有點不滿意婆婆，覺得她婆婆
的觀念老化，跟不上時代，做的飯也不好吃。後
來，我看她的婆婆天天小心翼翼的，並不像她媳

婦兒說的那樣。我就想了個辦法，讓她婆婆每天
早上給她做飯吃，但又不告訴她。等到我要離開
的那天早上，我問她『今天讓你婆婆做飯吧』，
結果她說婆婆不如你做的好，還是你做吧，這
時，我便告訴她『你知道嗎，你每天吃的都是你
婆婆做的飯』。」「聽我說完，她有些羞愧。過
了一段時間後，她的婆婆打電話給我，說她們婆
媳之間的關係融洽多了。」

借借「「月嫂月嫂」」緩解婆媳矛盾緩解婆媳矛盾

■■楊秀芳做月嫂楊秀芳做月嫂
時照顧嬰兒時照顧嬰兒。。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楊秀芳的姐妹們正在學習嬰楊秀芳的姐妹們正在學習嬰
童護理知識童護理知識。。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月嫂們合影留念月嫂們合影留念。。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抱團發展打抱團發展打響響「「原陽月嫂原陽月嫂」」品牌品牌
近幾年，楊秀芳每
年都會自費在家鄉原
陽舉辦「原陽月嫂聯
誼會」，她希望給姐
妹們提供一個相互交
流的平台。她說，現
在很多人對月嫂有質
疑，覺得不夠專業，
怎麼值那麼多錢，其
實月嫂也很辛苦，也
會常常受委屈。「所
以，我就想起辦個聯
誼會，在這個會上大家不僅可以學到專
業老師教授的育嬰知識，還可以互相學
習。同時，也能彼此訴訴苦衷，說說自
己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如今，楊秀芳的「原陽月嫂」隊伍越

來越龐大，她便決定要讓她的姐妹們抱
起團發展，要打響『原陽月嫂』這個品
牌。她告訴記者，目前經她介紹輸送鄭
州的原陽月嫂等家政服務人員已有千人
以上。

■■楊秀芳在北京參加中國孕嬰童行業年楊秀芳在北京參加中國孕嬰童行業年
會時與專家會時與專家、、月嫂合影月嫂合影。。 本報河南傳真本報河南傳真

今年50多歲的楊秀芳是河南省原陽縣
人，2005年到河南省會鄭州市打拚，

如今，她每個月的薪金已超過鄭州普通白
領的三四倍，達到萬元以上，是河南省最
搶手的月嫂之一。不僅如此，在她「親戚
帶鄰居，鄰居帶親戚」的引領下，原陽縣
上千名婦女做起了專業月嫂。
她告訴記者，是「月嫂」給她們帶來了
新生活，「為了還債，我選擇做一名月
嫂，為了釋疑及幫助大家找到工作，我讓
更多的人做起了月嫂。今後，我們將為了
自己的月嫂事業，更加努力學習，讓我們
家鄉的月嫂團隊變得更專業，更強大，讓
大家的生活過得更美好。」
採訪楊秀芳的過程頗為曲折，多次未都
未能成功與她做訪問。最後，直到記者見
到她，我們之間已通過不下10次電話。
「實在不好意思，事情太多了。」見到記
者時，楊秀芳一臉歉意。據了解，她今年
的月嫂服務預約已經排到了7月份。

債台高築 初入月嫂行業
衣着樸素、笑容和善，言談間偶爾會露

出害羞的表情，這是楊秀芳留給記者的第
一印象。

談起選擇做月嫂的原因，楊秀芳告訴記
者，她本是一個常年接受政府救濟的困難
戶，因女兒生病，她把自家的房子賣了，還
借了親戚朋友15萬元，但遺憾的是終究沒能
挽救女兒的生命。女兒的去世曾讓楊秀芳一
度消沉。一段時間後，突然有一天，她意識
到女兒已經走了，但借的錢還是要還的，出
於還債的初衷，楊秀芳來到鄭州市，「聽說
月嫂薪金不錯，我就加入了這個行業。」她
說，當時做這一行的人還不太多，很多人覺
得月嫂就是保姆，幹的是伺候人的活兒，不
好。但要還債，楊秀芳便堅持了下去。這期
間，憑着一股吃苦耐勞、樸實能幹的勁兒，
楊秀芳贏得了很多家庭的信賴，工資也一天
比一天高，最終將所有債務還清。
還清債後，楊秀芳思來想去，覺得月嫂
並不像大家認為的那樣「不體面」，「我
們都要經過專業培訓後才能上崗，育嬰知
識、護理知識，包括心理學知識都要
懂。」她告訴記者，自己的老家有很多三
四十歲的無業婦女，在家工作機會少，出
去打工又很難找到工作，只能在家照顧老
人和小孩，「但在月嫂這個行業，四十歲
左右的女人卻是黃金年齡，既有生兒育女
的經驗，又能做到細心周到的服務。」

為了消除大家對「月嫂」的誤解，也為
了讓親戚朋友都能掙到錢，楊秀芳決定說
服老家的人一起走進月嫂行業。

說服胞妹 隊伍人氣漸旺
但楊秀芳沒想到，這個說服過程遠比她
想像的要艱難的多，「連我自己的親妹妹
都嫌棄我，不願意跟我來。」
「最初是先跟幾個親戚說的，我告訴她
們，月嫂是個正當職業，大家完全可以在
外面打拚掙錢養家，活出女人的自尊和自
信。」楊秀芳說，但她們都礙於面子，嘴
裡應和着，不願意真去做。後來，還是我
媽思想開放些，幫我說服了妹妹。也就是
從說服妹妹開始，越來越多的原陽婦女加
入了楊秀芳組建的「月嫂軍團」。
家住原陽縣包廠鄉趙廠村的李原風是最早

跟着楊秀芳到鄭州從事月嫂工作的，如今，
她的工資已由最初的每月3,000元漲到每月
8,000元以上，並且，她村裡有六七個姐妹
看到她的發展後主動跟着她去鄭州幹起了月
嫂。她們常常開玩笑說，「秀芳姐就是她們
的救世菩薩」。聊起她的姐妹團，楊秀芳滿
臉驕傲與幸福。她開心地說，「現在都是別
人主動找我，要加入我們的月嫂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