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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御河新城西区自住房一套，108.28平方米，全阳
三室两厅一卫，精装全屋木地板。紧邻运河区实验小学、
育红小学、二医院，生活便利。带车位储藏室售138万元。

联系电话：18812177199
售房

6月 29日，“原来结婚也可
以登报”话题登上某社交平台热
搜。不少人晒出自己在报纸上刊
登的结婚启事，仪式感满满，也
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祝福。记者采
访发现，结婚登报，这一具有年
代感的形式，近段时间逐渐在
95后、00后中流行开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要刊
登结婚启事，已经不需要本人去
报刊单位或者打电话，网上下单
即可，视报刊类型、字数多少、版
面大小，刊登费用在一百多元到
上万元不等。经审核完成，即可
刊登。

00后结婚晒登报启事
仪式感满满

6月19日，00后女生小林晒
出与伴侣领证消息的同时，还晒
出了在《海峡都市报》公告栏刊
登的结婚启事。“为纪念这个特
殊日子，决定登报，以示亲友！纸
质版的浪漫谁懂呀！”她表示。

6月22日，四川的王女士晒
出与丈夫在 6月 21日夏至这天
登报的结婚启事，并发文称：“如
何让自己的领证脱颖而出，登报
结婚……”她还表示，自己的领
证对象是相恋十年的男友，夏至
这天登报结婚，寓意与北半球一
起日久天长。

记者注意到，王女士选择刊
登的报纸为《四川科技报》。结婚
启事除写明夫妻俩正式结婚的
日期，末尾还有八个字“敬告亲
友，亦作留念”。在《四川科技报》
6月21日刊发的报纸版面中，记
者也找到了王女士刊登的这则

结婚启事。29日，王女士向记者
表示，丈夫是自己的高中同学，
丈夫知道登报事宜，觉得登报是
好消息最快广而告之的办法，很
复古很有仪式感。

“当时领证在老家，急急忙
忙没来得及庆祝。结婚一个月，
对象神神秘秘给的惊喜，突然拿
回来一份报纸让我看……”6月
24日，上海的章女士也晒出与丈
夫王先生刊登在报纸上的结婚
启事：“特此登报！敬告亲友，亦
作留念。”白底红字，非常醒目。
29日，记者联系上章女士。她表
示，自己和丈夫也是在网上看到
这一形式，觉得很新颖很有意
思，而且可以保存起来，留作纪
念。她称，自己当时花了265元。

记者注意到，结婚登报正在
成为一种潮流。在社交平台，不
少人晒出登报的结婚启事，甚至
还有人在国外报刊刊登的。他们
中，既有 90后，也有 00后。除了
写明结婚日期，还有人留下美好
期许：“愿赤绳系定，白头永偕”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
约”……大家恍然大悟：“原来结
婚真的可以登报！”

线上线下均可下单
审核后即可刊登

大家也很好奇，如何才能在
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哪些报刊
可以刊登？

有人支招称，可以通过支付
宝自助登报。记者体验发现，搜
索“结婚登报”，页面会跳转出多
个自主登报的小程序。可根据需
要，选择不同地方的各种报刊。
这些小程序页面显示，登报类
型，除个人遗失、公司证照、法院
公告、债权债务、解除劳动关系
公告之外，还有致歉声明、结婚
启事等，有的甚至还专门设置有

“真情告白”选项。可选择刊登生
日祝福、结婚启事、恋爱告白等。
以江苏南京为例，你可以选择各
类报刊，结婚启事还有模板文字

可供选择。文字信息确定之后，
可选择刊登时间，可选择多次刊
登，留下姓名、联系方式后，还可
邮寄到家。

记者选择了南京当地一家
报纸，按照结婚启事模板，输入
信息后，显示 45字，费用为 800
元。不过，报纸不同，具体收费也
不同。南京当地另一家报纸，同
样的文字内容，收费仅需 154
元。综合来看，多数报刊都是按
照字数进行收费，视报纸影响
力、类型不同，具体收费也不一
样。

为此，记者还联系了多家报
社。

南京某报社工作人员表示，
一般而言，结婚启事内容经过审
核后，可以刊登在都市类媒体的
专门版块，50 字以内，收费为
500 元。如果是半版甚至以上，
费用上万元。一般而言，半版费
用在3万元左右。

四川某报社负责登报的工
作人员表示，可以根据不同需
求，在当地报刊刊登结婚启事，
价格按照字数来，一般而言，50
元一行，一行 13字，报纸的头版
一般不会刊登这些，可选择次
版。如果选择刊登在专门版块，

“豆腐块”价格一般在几百元左
右，版面大费用则另外计算。一
般而言，半版价格在万元以上，
不管是刊登在哪个版面，报社都
要先对文字、图片等内容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才能进行刊登。

多家报社登报工作人员均表
示，可以刊登结婚启事，可自主选
择版面大小，费用从一百多元到
上万元不等，内容都需经过审核。
而且，一般不会出现在头版。

结婚登报曾风行一时
便于长久保存

结婚登报，不是95后、00后
的专利。在我们的爷爷辈甚至更
早的年代，结婚登报就流行了。

据《常州晚报》报道，民国时
期，结婚登报曾风行一时。当时，
国内婚姻法和婚姻登记制度并
不完善。于是，结婚时在报纸上
公示，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
惯：一来知会了远近亲友；二来
拥有一定法律效力，日后可以作
为凭证；三来报纸便于长久保
存，更具纪念意义。当时选择结
婚登报的新人和双方家庭，一般
都思想开明、经济优渥，社会关
系也比较广。

上述报道还称，登报结婚并
不只是中国人的习惯。在很多国
家，该做法一直被保留到今天。比
如，澳大利亚悉尼的社区报每周
都会开设专版，供本周结婚、生
日、生子的读者刊登公告，或者亲
友刊登祝福广告。去过东南亚地
区的游客也有感受，报纸上三天
两头的结婚公告，早已见怪不怪。
最有名的是纽约时报的结婚告
示，很多社会名流及其子女都会
选择在此发布公告，彰显影响力。

2013年，一名上海网友发文
求助，试图寻找外公外婆刊登在
报纸上的结婚启事。网友们转发
接力，最终在上海图书馆的帮助
下，这对老夫妻找到了当年喜结
连理的印证——一份刊登在1945
年11月26日《和平日报》上海版
上的结婚启事，泛黄的旧报纸，感
动了不少人。 据上游新闻

纸质版的浪漫，永久的见证

95后00后兴起“结婚登报潮”

6月25日，湖南省长沙市凉
爽的天气让人觉得有些舒适，可
是在长郡中学附近某小区的居
民楼内，双胞胎申致、申泽家的
气氛有点紧张，全家人默默守候
在电脑旁等待高考成绩放榜。

“688分！”6月25日14时30
分，申致率先查出了自己的高考
成绩，此时，全家欢呼起来，申泽
也顾不上查分连忙拥抱哥哥，

“我的怎么还不出来？”申泽似乎
有点紧张，一遍两遍三遍，申泽
的高考分数也终于显示出来，

“688 分 ！我 和 哥 哥 一 样 的 分
数。”此时，全家开始尖叫起来，

“太神奇了，我不是在做梦吧，兄
弟俩不仅总分一样，连数学和化
学成绩都一样，数学 139分、化
学 93 分。”爸爸申斌拍了拍脑
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16
时 30分，记者来到长郡中学，在
教学楼下见到了这两位青春活
泼的学霸，与他们一同感受高考
放榜的喜悦。

查出同分倍感惊喜
希望共赴北京求学

初次见到兄弟俩，面对相似
的长相，记者根本分辨不出哪位
是哥哥，哪位是弟弟。看着记者
满脸疑惑，申泽给了记者一个提
示：“哥哥性格稳重，沉得下心；

而弟弟则性格比较活泼。”“那你
就是弟弟咯。”看见记者一猜就
中，申泽开心地打开了话匣子。

申泽告诉记者，从小到大哥
哥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在平
时的学习过程中，自己总是喜欢
朝着哥哥追赶，“这次终于赶上
了，跟哥哥考出相同的分数”。申
泽叹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其实，弟弟也很优秀，在
班上和同学相处得很好。”申致
连忙开始向记者介绍起自己的
弟弟，生怕大家忽略了弟弟，他
说：“我们很喜欢飞机，像歼 20
这种先进的战斗机，他们流畅简
洁的外形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科
技的力量与祖国的强大。”

记者了解到，兄弟俩都是狂
热的军事迷，从小就对军事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平时只要拿到电
视遥控器，一定会调到军事频
道，并在高中期间还加入了学校
的“枭龙军事社”，“‘枭龙’是中
国在 2003年和巴基斯坦联合研
制的一款战斗机，是当时中国综
合国力的有力体现，所以我们社
团从成立到现在一直沿用这个
名字。”聊起军事，兄弟俩似乎有
说不完的话。

当记者问对于高考志愿填报
有什么具体目标时，兄弟俩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和航
天航空专业，今年暑假，兄弟俩将
开始预习大学的相关课程，“希望

未来可以一同前往北京求学”。

是兄弟也是战友
一起备考共同成长

能考出 688的高分，有没有
独属于学霸的高分秘籍呢？申致
挠了挠脑袋，笑着说：“没有别的
诀窍，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就
是跟着学校和老师的节奏按部
就班地完成每天的学习任务。”
在学习上，兄弟俩会互帮互助，
遇到难题一起讨论，你追我赶，
一起进步。

抛开学霸身份，兄弟俩还是
学校里的运动健将。申致热爱田
径，高一和高二分别在校运会的
长跑项目上拿到了第三和第四
的好成绩。而申泽则喜欢乒乓
球，同样也在校运会中打进了全
校前五。

“无论上学还是在假期，兄
弟两一直形影不离。”申斌笑着
告诉记者，在孩子上初中时做过
一个实验，将兄弟俩分在不同的
班级，但不久后，兄弟俩自己找
到学校，要求分到一个班，“真拿
他们没办法。”申斌有点无奈。

高中班主任李龙军也表示，
兄弟两关系特别融洽：“他们是
我见过的双胞胎里面关系特别
好的，对老师也非常尊敬。我一
直都很看好他们，事实上他们也
真的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说完，
李龙军的脸上也漾出了欣慰的
微笑。

兴趣、习惯、陪伴
优质家庭教育的六字诀

如今，不少家长对教育孩子
表现出焦虑，作为一对双胞胎的

父母，如何才能培养出如此优秀
的孩子呢？“兴趣、习惯和陪伴。”
申斌总结了六个字。

据申斌介绍，兄弟俩刚开
始读小学时，申斌便已开始重
视对他们学习兴趣的培养。“当
他们提出问题时，作为家长，一
定要认真回答，这样能够让他
们对知识产生兴趣。”申斌强
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对
各学科保持兴趣，学习起来才
会充满动力。

申斌一直注意培养兄弟俩
的自学习惯。小学期间，他每学
期都给兄弟俩发一本奥数书，让
他们自己布置任务，自己讨论答
案。值得一提的是，申斌也会以
身作则，陪着兄弟俩一起学习奥
数。兄弟俩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
困难，父子三人便可以“围炉夜
谈”，共同寻找答案。

平日里，申斌夫妻两人工
作繁忙，但他还是会尽可能花
更多时间陪在孩子身边。爷爷
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是“轮班”给
兄弟两做营养餐，担任兄弟俩
求学之路上的后勤保障员。申
斌告诉记者，作为两个孩子的
父母，要智慧地做好“端水大
师”，孩子们都很敏感，所以一
定要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位孩
子，为他们营造和睦的家庭环
境。

据《三湘都市报》

双胞胎兄弟高考同考688分
连数学和化学成绩都一样

不少人晒出结婚登报启事不少人晒出结婚登报启事。。

申致申致、、申泽与班主任李龙军老师申泽与班主任李龙军老师（（中中））合影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