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要闻编辑部主编/责编陆德洁 / 美编 黄国栋/ 校对 余燕红 A3焦点

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通
讯员穗团宣报道：5 月 20 日，在
这个谐音为“我爱你”的幸福
日子，2022“花城有爱·喜结良
缘”广州青年集体婚礼在广州
市青年文化宫举行。求婚、献
花、宣誓、交换戒指、拥吻，经
过简约而不失浪漫的婚礼仪
式，10 对新人拿到集体婚礼纪
念证书。

“昨晚激动得没睡着”，新人

游女士心情特别兴奋。她说，因
为疫情，她和伴侣的婚礼一再推
迟，终于在“520”圆梦。看到集
体婚礼的消息，他们都觉得形式
很新颖，便主动报名。

“我们走南闯北，经历过病
痛折磨、异地恋考验、疫情阴
霾 ，但 这 些 都 不 足 以 拆 散 我
们。”现场，新人代表杨先生分
享了他和爱人始于大学校园的
爱情长跑故事。在全场嘉宾的

见证下，他对新娘真情告白：
“如果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那
么我想陪你慢慢变老，让我们
相爱相守到永远。”

据介绍，参加集体婚礼的新
人有在抗疫一线工作的医护人
员，有多次支援核酸检测的志愿
者，也有在青年文化宫联谊活动
结缘的会员等。

集体婚礼结束后，广州非
物质文化遗产广府传统婚礼习

俗项目传承人“八姑姐”送上
“婚后第一课”，与新人探讨如
何挖掘婚姻家庭中的快乐。活
动现场还布置了婚俗文化传
播墙，展示广府婚俗、爱情
合照，倡导婚俗新风，弘
扬良好家风。

据悉，本次活动由共
青 团 广 州 市 委 员 会 指
导，广州市青年文化宫
主办。

婚庆高峰
职业伴娘走俏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临近‘520’，这几天我基本都在车上，要么在赶去参加婚礼的车上，要
么就在婚礼的婚车上。”李欣打趣说。近一个星期以来，她辗转于广州、清
远、东莞等地，奔赴一场场婚礼。她的身份有些特殊——职业伴娘。

因谐音“我爱你”，5月20日当天乃至前后一周，都被新人们划定为举行
婚礼的“黄道吉日”。职业伴娘们的生意随之红火起来，订单不断。

受疫情影响，新人们的婚礼随时面临着延期甚至取消的风险，但仪式的
减少并不意味着职业伴娘的接单量锐减。相反，疫情造成的物理阻隔使她
们更有用武之地。

要做好这一行并不简单。“事多人杂，要周全也不容易。”同是职业伴娘
的卢欢说，但她依然乐意接受这份工作。在她看来，在一场人生重要喜事面
前，各种情绪都被放大，“你能看到人性的更多面，这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近年来，随着婚庆行业的
发展，在社交平台及二手交
易平台上，以租赁关系为基
础发展起来的“出租伴娘”服
务兴起，不仅婚庆公司参与
其中，一些聚集大批职业伴
娘的平台或小型工作室也来
分一杯羹，当然也不乏以个
人身份发布出租广告的女

性。婚礼上伴娘及姐妹团由
新娘至亲挚友担任这一“定
律”逐渐被打破。

因一次偶然的兼职机会，
当时大四在读的卢欢接触到
职业伴娘这一行业。其时她
刚好为亲朋的婚礼担任过几
次伴娘，有过经验，加上性格
开朗，仿若顺理成章般，她正
式入了这一行。不到一年时
间，她已至少担任过 20 场次
婚礼的伴娘。

据卢欢介绍，新娘需要招
聘职业伴娘，无非有三个原因：

一是解决时间和空间的
问题。一场婚礼的举行较难
兼顾每个人的时间，再加上
疫情的影响，多地往来也有
不便，而职业伴娘能在婚礼
举办地挑选，省去新娘不少
麻烦。

二是免除人 情 上 的 烦
恼。一方面，倘若至亲好友
身处异地，奔波过来当伴娘，
一些新娘心里过意不去；另
一方面，按照习俗，主伴娘往

往要求未婚，新娘若是晚婚，
再加上地域传统对于生肖等
要求，层层条件筛选下来，可
能转了一圈发现身边竟无合
适人选。此时，花钱请个职
业伴娘，不失为合适选择。

三是请职业伴娘的成本
相对较低。婚庆公司固然能
够提供伴娘服务，但收费不
低。而目前在广东省内，一
个职业伴娘一场婚礼基础收
费多在 300 元-500 元，倘若
有其他要求，便相应加价，收
到的红包礼金也能按照新娘
要求确定是否归还。相比请
专业公司介入或是报销外地
亲友过来的交通住宿等费
用，已是相当划算。

综合各方面原因，职业
伴娘的市场需求不断增多。
据二手交易平台“闲鱼”的
数据统计，2021 年 5 月 1 日
至 5 日，该平台上“出租伴
娘”的交易量就达上一年同
期 20 倍以上，服务价格从数
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在李欣发布的出租伴娘
广告上，她详细罗列了自己
的身高、体重、属相等信息，
还会醒目标出几点：“长相一
般”“拎包跑腿不在话下”“气
氛活跃小能手”……李欣解释
道，一个好的职业伴娘绝不
会抢新娘风头，性格则一定
要好，能够在人情往来中游
刃有余，或者在接亲游戏中
调动气氛。“长相可能不会苛
责，但性格方面还是更偏向
活泼开朗的。新娘花钱雇
你，不是让你单纯去喝个喜
酒、吃个席而已。”

今年27岁的王颖做这一
行并不是很久，只有过五次
接单经历。去年年底，她从
新闻报道中了解到这一新兴
职业，虽然多番了解，但接下
第一单时难免也犯嘀咕，既
担心又忐忑。担心的是自己
收了钱，婚礼当天却做不好，
没能完成职责；忐忑的则是
安全问题，怕被灌酒，怕遭遇

婚闹。
这两点也是绝大部分职

业伴娘最为在意的问题，所
以职业伴娘在接受新娘筛选
时，也会提出自己的要求：不
喝酒以及拒绝婚闹。“一些职
业伴娘酒量挺好，能够喝一
点酒的，也会事先说明，如果
新娘有这方面需求，是需要
加钱的。”王颖说。

职业伴娘这一新兴行业
出现时，也曾被人用“有色眼
镜”看待过，最常见的论调莫
过于“当伴娘超过三次就会
嫁不出去”。但是职业伴娘
们不以为然，“可能我会嫁不
出去，但原因绝对不会是因
为当了那么多次伴娘。”

此外，面对“出租自己”
等论调，卢欢认为，做这一
行并不是在出租自己，“职
业伴娘与婚礼邀请的其他客
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和
新娘之间是雇佣关系，我们
是 为 新 娘 、为 婚 礼 提 供 服
务。”卢欢说，“选择至亲好
友当伴娘或者姐妹团，她们
可能不一定会面面俱到。而
我们充当伴娘这一角色，就
会尽责去完成一个伴娘应做
的事情。”

“00后”青年君君也持同

样的看法：“有些人会觉得，
这份工作很轻松，包吃包喝
包玩。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
尽情享受婚礼的普通客人，
有时候我们更像是半个婚礼
秘书或是婚礼督导，需要我
们操心的事很多。”

君君告诉记者，接单后，
她会事先了解新娘所处地区
的婚俗，在备婚阶段就开始
为新娘提供建议，大至婚礼
流程、重要时间节点，小到伴
娘服、喜糖、伴手礼的选择，
甚至于提前准备好一系列的
接亲游戏和婚礼致辞内容。

婚礼当天，更需要职业伴
娘打起十二分精神。“比如留
神每一个节点，把控好每一
个流程，甚至注意到出嫁时
需不需要撑伞，或是敬茶时
一个茶杯的替换，一天下来
是很累的。”君君说，“一场婚
礼人多事杂，职业伴娘和形
形色色的人来往，要会机灵
应对。”

在君君看来，职业伴娘
的入行门槛确实不高，但大
量人手的涌入也使这一行逐
渐鱼龙混杂起来，职业伴娘
不守时遭到新娘投诉、新娘
毁约不给佣金等，这些情况
时有发生。

君君和卢欢已经脱离了
个人一对一接单的游离模
式，各 自 建 立 起 小 有 规 模
的 职 业 伴 娘 平 台 ，自 己 接
单 的 同 时 ，也 为 有 需 求 的
新娘和职业伴娘搭建起沟
通的渠道。不过，她们都未
真正决定将这份工作发展
为自己的主业。这也是目
前行业的状况：绝大部分职
业伴娘只是兼职，很难全职
投入。

“大家现在都是靠圈子在
接单，尽管从业者逐渐广泛
起来，但行业还处在不规范
的阶段，雇佣关系中容易产
生的合同纠纷、资质问题、信
息混乱等都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厘清的事。”君君的想
法，卢欢也有同感。

卢欢刚开始接单时，是借
助一个职业伴娘平台，但很
快她就发现了弊端：平台只
保证职业伴娘的佣金到账，
但如果派的单在外地，中间

往返产生的交通等费用，却
无法承诺报销，而需要职业
伴娘自己去找新娘要这笔
钱。

此外，平台很难保证职业
伴娘的安全问题。凭借大学
时的创业经验以及创业孵化
器的支持，卢欢招募到的职
业伴娘已多达1500人。通过
不断摸索，她将广东省内各
地区的婚俗摸了个一清二
楚，接到单时，尽量为新娘匹
配当地的职业伴娘，减少交
通成本，并保证姐妹团中有
一个“主心骨”在，降低安全
风险。即使团队已有一定规
模，但卢欢同样未有长远打
算：“也有想过往婚庆这条路
发展，但一是行业不规范，水
太深；二是这一行其实很不
稳定，拿不准什么时候就没
活了。”

职业伴娘，并不会成为她
们长远谋生的工作，大多数
人赚点小钱，有时也能交到

朋友。5月 17 日是卢欢的生
日，这天她像往常一样，到达
婚礼现场，尽心尽力扮演自
己的角色。出乎她意料的
是，新娘为她准备了一个生
日蛋糕，即使忙得顾不上吃
几口，卢欢依旧动容。在婚
礼现场，职业伴娘们和新娘
保持着默契，是否至亲，是否
熟稔，在真诚的祝福面前已
不重要。

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份工
作更难得的在于体验：“知道
一场婚礼的完成有多么辛
苦，以后轮到自己时，能更得
心应手，而且见证别人的幸
福，也是一件幸事。”

经过一次次“大喜之事”
的洗礼，窥见过形形色色的
人情礼俗，一些人也更懂得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正
如君君所说：“我依旧期待婚
礼仪式，但我对婚姻有了不
一样的理解。”
（文中受访者名字皆为化名）

广州 10对新人集体完婚

5月 20日，在这个适合表白的日子里，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有不少夫妻都奋战在一线。
他们携手抗疫，既是爱人也是战友。这些“大白”们
平凡的爱情故事中，透露着一股坚定：就算难以“朝
朝暮暮”，但他们只通过手机电话、短信和视频的寥
寥几句“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做好防护”，已是最好
的甜蜜告白。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华 图/受访者提供

王岳桂 骨科副主任医师
袁艳冰 新生儿科主治医师

时光荏苒犹如白驹过隙，从
大学相恋到结婚，再到共同工作
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王岳桂与袁艳冰已经在一起十余
年了。一个是骨科医生，一个是
新生儿科医生，平时虽然在同一
栋住院楼里上班，但各自忙起来
几乎一整天都见不上面，偶尔在

手术室偶遇才能聊上几句。“她总
是问我‘你订了中饭没有？’，听
到这话，我心中流过一股暖流。”
王岳桂说。

疫情以来，作为院里的双职
工，夫妻俩都积极参与隔离病区
闭环工作，常常是42天的工作和
隔离时间结束了才能团聚，相聚
仅两周又要分开。有时只能在隔
离酒店测核酸时相见半分钟，并
给予对方隔空的拥抱。

岑政晖 儿科副主任医师
陈道静 手术室护师

“我们夫妻两人同在临床一
线，聚少离多。一边，是牙牙学语
的孩子与年迈的父母；另一边，是
抗疫战线。我们选择了携手守土
抗疫，既是爱人也是战友。作为双
职工家庭，夫妻双方轮流进入闭
环，每隔 42 天才能匆匆见上一
面。可以说，在环外相见的日子屈

指可数。”岑政晖说。
他们常常只能通过手机，在工

作间隙互道一声平安，说的最多的
是“照顾好自己”“一定要做好防
护”，见字如面，言短情长。

对TA说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

坐也思君。 ——岑政晖
老公，我们生二胎吧。

——陈道静

羊城晚报讯 记者全良波、詹
翔闵，通讯员陈文敏报道：5 月 20
日，一场“520我爱荔”集体婚礼在
茂名举行，30 对新人在一片“荔
红”的甜蜜氛围中，挽手走向婚姻
的殿堂。

集体婚礼现场，新郎手持一束
“荔枝花”，新娘从中抽出一颗荔
枝，剥开皮，轻轻递到新郎嘴边。
吃完荔枝之后，每对新人都在比
心拍照，满场皆是甜蜜感。随后，
新人们手挽手一起游红荔阁、根
子贡园、中国荔枝博物馆，甜蜜助
力“我爱荔”新IP。

“今天的婚礼我太喜欢了！”

来自湖南的新人小谢激动地说，
“整个婚礼流程都很精细，现场环
节设计很用心。我的父母就坐在
台下观礼，还有这么多人共同见
证，特别有意义，我觉得很幸福！”

5月 20日，因谐音“我爱你”，
成为许多准新人眼中的“ 好日
子”。近年来，茂名运用 IP思维推
动 520“我爱荔”品牌建设，使“用
荔枝表达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
茂名特色的文化表达，赋能荔枝
产业发展。

据统计，当日截至记者发稿，
茂名市各婚姻登记处共有 980 对
新人登记结婚。

茂名 30对新人“荔”证结缡

疫情造成的物理阻隔让她们更有用武之地

喜结连理
宜宜

接单见证
宜宜

“省心又省钱，新娘何乐而不为？”

“我不是出租自己，而是为婚礼提供服务”

“不规范和不稳定，决定了这不会成为我的主业”

甜蜜告白
宜宜

战疫夫妻档：两情久长岂在朝暮

你已经坚持了三次闭环工作了，娇小的身躯
蕴藏着巨大能量。老婆，你好好休息一下。接下
来，让我去抗击疫情，守卫我们的家园。

——王岳桂

对TA说

A

B

C

李踔 神经内科主任
储眉 口腔科主任医师

疫情暴发以来，李踔与储眉都
冲在了防控最前线。

“储眉在隔离病区工作两个多
月后，医院考虑到我长期不在家，
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调她到
医务科工作，负责全院疫情监控和
汇报。庞大的数据和24小时上报
各种资料的工作，在她手上有条不
紊地运行着。”李踔说。

后因工作安排，储眉又调至
体检中心核酸检测岗，和同事一
起，为医院职工及医院工地数百
名工人做核酸采集，经常一天下
来，胳膊酸胀得抬不起来。回到
家，她又要接替公婆，照顾好两个

娃。李踔感慨：“她总是说，守护
好家庭，才能让我安心地在隔离
病区战斗。”

近一年来，李踔已在隔离康
复病区完成闭环工作 5 次，团队
安全地把千余位患者送回家。

战疫至今，无论是端午、国庆，
还是春节，李踔都在闭环工作，无
法陪伴妻子。“视频电话经常打得
手机发烫。但是，对我们来说，这
却是一种最靠近彼此的方式。”李
踔说。

对TA说
幸而有你，不负此生。

——李踔
风雨同路，此生不换。

——储眉

黄继德 检验科主管技师
林 劲 手术室主管护师

已为人父母，黄继德和林劲
对于医院的闭环工作有更多的感
触。“对于我们双职工家庭，闭环
管理就像异地恋。明明相隔不
远，明明知道她就在墙的另一边，
却不能相见。”黄继德说，“但我知
道，只要我们都好好的，就够了。
我们习惯每天都通电话、视频，说
说身边的趣事。彼此间多一点幽
默，多一分惊喜，让她知道我一直

牵挂着她，让她知道我们一直在
一起。”

“家人的守护与理解，是我们
勇往直前的坚强后盾。”黄继德
表示：“这种支持是强大的，更是
毫无保留的。家人的健康与幸福
是我努力奋斗的动力，这种能量
是巨大的，更是无穷无尽的。”

对TA说
在一起的日子里，我们经历过

很多。期待未来，一直牵手。
——黄继德

集体婚礼
活动上，新人
甜蜜拥吻
羊城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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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艳冰在隔离 21 区 王岳桂在隔离 22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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