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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今日上线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为深入实
施“高考护航行动”，帮助广大考生科
学高效填报高考志愿，河南招生考试
信息网于 3月 4日上线高考志愿填报
辅助系统，供考生模拟填报志愿期间
使用。

据悉，该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由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研发，将为考生
免费提供一站式、多维度的志愿填报
信息服务。广大考生可按照操作手册
及时登录系统了解熟悉相关功能，助
力科学选报志愿。

需要提醒广大考生的是，高考志
愿填报辅助系统并非正式的志愿填报
系统，主要是为考生提供志愿填报辅
助服务，仅供考生参考使用。适应性
演练模拟填报志愿时，考生仍须登录

“河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
（https://pzwb.haeea.cn），按有关规定和
时间进行填报。

让爱听得见
我省举办爱耳日公益音乐会

本报讯（记者 陶然）音乐无界限，
关爱无障碍。昨日，是全国爱耳日，今
年的宣传教育活动主题是“健康聆听
无碍沟通”。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残疾人
联合会主办，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河南
省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河南省残疾
人福利基金会承办的“河南省爱耳日
公益音乐会”，在郑州中州影剧院举
办，音乐会由河南交响乐团倾情公益
演出。

用声音唤醒耳朵，一起聆听世界
的声音。《茉莉花》曲风婉转精美，感情
深厚又含蓄；《卡门》带来的是向阳而
生的生命力；《我的祖国》旋律优美动
人，乐曲中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对
家乡的深情描绘……台上，名曲轮番
演奏，“来自星星的孩子”孙玮涵带来
了一首葫芦丝乐曲触动人心。台下，
有听力障碍的孩子们通过科技手段也
能与世界沟通，只见他们沉浸在激情
洋溢、美妙动听的音乐声中，眼里充满
了兴奋和惊喜。

活动最后，一首《歌唱祖国》把气
氛推向最高潮，大家纷纷起身，挥舞着
手中的国旗跟着音乐齐声歌唱。

在创新婚姻服务道路上，郑州
市将全力以赴，从婚姻登记、家庭服
务、婚俗改革、婚恋观等方面入手，
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据郑州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接下来，郑州市民政局将加强婚
姻登记机关规范化建设，积极探索

“婚姻服务+”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将婚姻登记机关设置在公园等有
标志性意义场所，为新人营造温馨、

浪漫的登记环境。同时，不断加强
婚姻管理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进历
史数据信息化，开展婚姻登记异常
数据核对、补录工作，确保婚姻登记
信息的准确性与完整性。贯彻落实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为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的服务。

在家庭层面，市民政局将进一
步推进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工作。向
婚姻当事人提供婚姻咨询、婚前指

导等公益服务。“我们还将持续推进
婚俗改革，组织申报第三批全国和
省级婚俗改革实验区，通过改革创
新，引导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
观，弘扬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市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
民政局还将积极宣教引导、典型引
领，持续开展婚事新办宣传，积极倡
树文明婚俗。
记者 陶然 文/图

民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数降至 610 万
对，较 2023 年下降 20%，创下自
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离婚登
记数则增加 2.8万对，达到 262万
对，同比上升1.1%。

近日，记者从民政部门获悉，
2024年，我省婚姻登记机关共办
理结婚登记约 47.1 万对，相较于
2023 年减少了约 10.3万对；办理
离婚登记约 18.8 万对，相较于
2023年，减少了4552对。其中，郑
州市共办理结婚登记 61850 对，
居全省首位。郑州市初婚登记平
均年龄为男性29岁、女性28岁。

郑州 2024 年登记结婚人数
与前一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初婚
登记的平均年龄是否有波动?当
下年轻人青睐的婚姻形式有哪
些？昨日，记者在郑州市民政局
给出的数据中找到了答案。

集体领证仪式

多元创新 见“证”幸福

2024年郑州婚姻登记61850对
初婚平均年龄男性29岁、女性28岁

据郑州市民政局统计，近几年，
我市登记结婚的人数忽上忽下，
2023年有明显上升趋势，2024年又
有所下降。2020年，郑州市共办理
结婚登记数量 61752 对；2021 年，
62405 对；2022 年，55118 对；2023
年，71904对；2024年，61850对。

数据显示，2024年，河南初婚登
记平均年龄为男性 30 岁，女性 29

岁。与2023年初婚登记平均年龄持
平。其中，郑州市初婚登记平均年
龄为男性29岁，女性28岁。

据了解，2021年，河南初婚登记
平均年龄为男性 30.5 岁，女性 29.4
岁。2022年，河南初婚登记平均年
龄为男性 29.9岁，女性 28.8岁。整
体看来，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忽
上忽下，但选择晚婚已成大趋势。

有专家分析，如今，高等教育程
度加深、个体意识觉醒、生活成本提
高和互联网的新式婚姻观等原因，
都对传统的婚姻观念有巨大的冲
击，尤其是受教育时间增加，会推迟
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
年龄。同时，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
立自由以及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
开放态度。

去年结婚人数相较于2023年减少10054对

如何创新婚姻登记服务方式，
向“爱”而行，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话题。

除了实现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近年来，我市积极响应移风易
俗、婚俗改革号召，一些区全面落实

“互联网+婚姻登记”，制定灵活弹性
工作制，加开办理窗口，增加网上预
约数量，让婚姻登记更加高效、便
捷。市民政局还通过举办集体婚
礼、宣传传统婚俗文化等形式，引导
市民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家庭观。

今年元宵佳节，在郑州记忆·
1952油化厂创意园，郑州市金水区
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为多对新人举行
户外集体颁发结婚证仪式，新人们
手持结婚证，在颇具年代感的老厂

房前合影留念。“元宵节象征圆满和
幸福，我们希望借这个好日子开启
幸福的婚姻生活，圆圆满满，甜甜蜜
蜜。”现场领取结婚证的新人吴延勋
如是说。

金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
刘旭娜介绍，除了打造“花园式”服
务环境，金水区民政局还在公园内
建设“最美婚姻登记处”，营造温馨
浪漫的氛围。婚姻登记处开设婚姻
家庭辅导室、法律咨询室、颁证大厅
和便民服务区等，打造“幸福金水”
红墙、婚俗改革倡议签名墙、爱情主
题墙和户外颁证点，为群众提供“一
站式”便捷服务。

如今，年轻人渐渐不满足于传统
的典礼模式，对他们来说，将不同的

场景和仪式融合才是“新式婚礼”。
沃盥、对席、共牢、合卺、结发、

盟誓、执手……去年，在郑州誓延婚
礼策划的协助下，小水的汉式婚礼
充满典雅庄重气韵。“通过我的婚礼
对传统汉式婚礼进行‘复刻’和展
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传
承，我感觉这很有意义。”小水兴奋
地说。

而“科技+婚姻”更是为年轻人
的人生大事添砖加瓦。2月 22日，
在一场名为“会聚良缘・见郑爱”的
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派对上，融
入AI、VR的互动约会十分吸睛，来
自省市各单位的80余名单身青年职
工踊跃参加。活动尾声，共有8对职
工成功牵手。

多元创新婚姻登记服务方式

积极探索“婚姻服务+”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