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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西树街附近
棚户区内，已年过六旬的老张与家人一
起忙着搬家。老张说，早就该拆迁了，现
在哈尔滨二环内这样的棚户区已经没有
几处了，这里面最老的房子有近百年历
史，其他的房子也大都是四五十年前建
的；居民做饭取暖烧煤和木柴，对空气造
成破坏和污染，还有火灾隐患；前几年周
边建起了高层住宅、封闭小区，不知什么
原因这里被落下了；现在终于迎来了拆
迁，居民们都非常高兴，张罗着赶紧搬
家，住新房过新年。

不远处，几栋平房屋顶的烟囱上正
冒着白烟；胡同口，几位老邻居互相问候
着：“搬家没？啥时搬？搬哪儿去？”

目测一下，这片棚户区长两百米左
右，宽六七十米，由于没有室内下水道，
污水都倒在了露天的污水井里，井口周
边道路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记者沿着
棚户区里曲折的小胡同走进去，看到两
侧房子都已是破损严重，有的房子出现
大裂缝，有的用木棍支撑着防止倒塌；道
路最窄处不到1米，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两
米，乱堆放的木板纸壳形成严重的火灾
隐患；一些居民家私搭滥建，再加上地上
的积雪没有及时清理，本就不宽的道路
更加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就
开不进来。棚户区内有一处旱厕，离老
远就能闻到味道；胡同里的宽敞处，堆放
着大量的生活垃圾，卫生条件极差。

据了解，当地的棚改项目征收范围
位于东起如意雅居一期，西至维也纳河
畔新城，南起如意雅居二期，北至平湖街
的部分围合区域。项目涉及房屋征收面
积1.48万平方米、总征收户数242户。

棚户区居民
住新房迎新年

□本报记者 李天池 马智博

本报《大兴安岭殡葬回归公益 不
让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一文见报后，
很多哈尔滨市民纷纷致电询问，哈尔
滨是否也有生态安葬方式。为此，记
者专门联系了哈尔滨市殡葬部门并了
解到，哈尔滨市从2009年便开始探索
生态安葬方式，市民可拨打哈市殡葬
服务热线963913详细咨询。

记者从哈市殡葬部门了解到，哈
市从 2009年开始生态安葬方式的探
索，并一直大力倡导海葬、树葬、草坪
葬等生态葬式葬法。目前，皇山公墓、
金山公墓及松北殡仪中心、平房殡仪
中心四家哈市殡葬事务管理部门下辖
的墓地、墓区，已形成绿色生态公墓布
局，打造了一整套井然有序的文明化
管理新模式，形成了公墓永续服务的
人性化理念。

哈尔滨是否有
生态安葬方式

殡葬部门：已形成绿色生态
公墓布局 市民可拨打热线

□文/摄 本报记者 史天一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新乐小区
的居民向记者反映，家里的温度一直维
持在17℃左右，晚上睡觉前都要开一会
空调，让屋子暖和一点。可随着天气越
来越冷，屋内的温度恐怕也会越来越
低，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处理一下。

21日中午，记者来到新乐小区 7
栋3单元201室，刚进屋明显感觉屋内
不是很暖和，居民也穿着棉衣在屋，客
厅的墙上挂着一个温度计，上面显示
的温度是 17℃。记者还注意到，这户
居民家客厅、卧室的窗户都被胶条封
住。“中午外面气温偏高，屋内也不是
很冷，到了晚上孩子放学回来，屋里就
要开空调，直到晚上睡觉，才算有点热
乎气。”房主告诉记者。

记者在楼下又碰到了几名小区居
民，他们也都表示，今年的供暖很一
般，温度一直在 17、18℃左右，体验不
到什么叫暖。对此记者将情况反映给
太平供热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立
即派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查看原因。

屋内温度不达标
取暖全靠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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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 张同 电话：15004619916
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今年 3月份，一对小夫妻拨打
了婚姻登记处咨询电话，准备离婚。
工作人员了解到，小两口儿已经在网
上查询多次，这次在家庭矛盾升级的
情况下才决心离婚。”王爱义说，这对
小夫妻有两个孩子，本身感情还是很
稳定的，造成家庭矛盾的主因是双方
家长干预过多，老人间又缺少相互谅
解。“我告诉他们，婚姻登记处休息两
个月，五月才能重新办公。建议他们
分别与父母‘隔离’两个月，一家四口
单独过日子试试。结果是直到现在，
他们没有再打电话，也没有到这里来
办理离婚。”

据他介绍，2018年和 2019年，南
岗区全年离婚人数都在 6000 对以
上，2020 年年初到现在人数不到
5000对。“这减少的一千多对，应该
都是疫情居家期间，磨合掉了矛盾。
上班后，我们按照预约登记计算过，
没有来办理手续的占到了两成。坚
持离婚的人，多数原因都是因为感情
有了其他选择，夫妻矛盾已不可调
和。”王爱义说，平时人多时一天能离
30对，疫情过后一天也就四五对。

刘女士 2019年曾选择跟丈夫协
议离婚。“在工作人员就要盖章时，我
看到他的眼圈儿也红了，就说先不离
了。”疫情期间夫妻二人又住到了一
起，刘女士也没有再提离婚。

记者了解到，截至12月23日，道
里区比去年同期离婚人数少了 1388
对；香坊区比去年同期减少 27%，少
离婚千对左右；道外区离婚数量也比
去年同期减少 1000对左右。业内人
士称，疫情期间各区婚姻登记处的

“休息”，客观形成了“离婚冷静期”，
提前预热了民法典施行后的“功能”。

磨合之下选择谅解

预约离婚夫妻
纷纷“熄火”

22日，一对年轻夫妻从南岗区婚
姻登记处的离婚调解室走出，没有继
续办手续，而是乘电梯下楼了。走出
电梯时妻子对丈夫说：“儿子明天放
假，能不能再陪陪他。”丈夫说：“不能，
我要回吉林工作。”他们不再说话，但
妻子登上私家车后没有走，丈夫站在
路旁也没有离开。十几分钟后，记者
看到丈夫趴在车窗上，与车内的妻子
说着什么，他的表情从平淡到激动，又
从激动到平静。再后来，他上了车，与
妻子一同离去。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轻率提出离
婚的人多是“90后”，他们自我意识强，
夫妻间有了矛盾，不是努力寻求解决
方案，而是想摆脱“束缚”寻求“自
由”。王爱义将他们归为婚姻责任感
不强。“这样的年轻人更需要引导，让
他们释放情绪上的压力，也明白家庭
的意义。年轻人不是不懂道理，冷静
下来一定会后悔，我们要学会拦一把，
让他们学会坚持。”

离婚数量紧居其后的是“50后”和
“60后”，他们大多不是头婚，因而有着
前后比较和对未来的期许，王爱义将
他们归为婚姻归属感不强。“这种情况
越来越多，占比较大的是再婚者，轻率
地有了第一次离婚，第二次心理压力
也就没那么大了。”在王爱义看来，“冷
静期”对于初婚闹离者最重要，这里面
教育引导和自我反省的作用更大。“民
法典只是对冲动离婚增加了程序性的
小限制，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理智地想
离婚，也只是等一下时间，多跑一次婚
姻登记机关而已。”

记者在一些区的婚姻登记处，发
现近期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人数略有
增多。比如，最近两个月到道外区婚
姻登记处办理离婚人数较前几个月有
所抬头，平均每天 20对左右。香坊区
婚姻登记处的赵主任告诉记者，最近
一段时间，工作日离婚人数在 40对左
右，人数较此前明显增多。

“过不下去的，早晚会离。”采访
中，一位民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部分
夫妻已经确定了离婚，只不过没有办
离婚登记手续。得知明年开始实行

“离婚冷静期”，需要冷静一个月才能
拿到手续，因此两人相约赶在新政实
施前办理，避免跑两趟。

归宿感责任感不强

轻率离婚
呈现老少“两极化”

在南岗婚姻登记处多年从事婚姻劝
导的志愿者王春艳告诉记者，经过他们
调解，很多要离婚的夫妻都放弃了离婚念
头，破镜重圆，成功率在 5成左右。根据
统计，王春艳的志愿者团队从 2017年到
2018年，共调解闹离婚夫妻1100对，成功
劝和的664对，其中暂缓离婚的79对。

王春艳表示，从调解成功率来看，很
多夫妻还是有感情的，只不过遇到了家
庭矛盾一时无法破解，所以选择离婚。
经调解夫妻未离婚，而是共同把问题解
决。而且生活中很多问题不用解决，随
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不是问题了，夫妻双
方也就放弃了离婚的念头。

赵琳琳在婚姻登记处工作多年，她
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结婚时一时冲动，离
婚时头脑一热，没过多久又来复婚了，对
待婚姻大事真该冷静一些了，“离婚冷静
期”制度施行后，哈市离婚率还能降低。

业内人士预测

哈市离婚率
明年还会下降

“离婚冷静期可以让双方都能冷静
下来，挺好！因为遇到问题时做的决定
是冲动的，也可能是错的。”市民孙涛认
为，有了离婚冷静期，夫妻双方虽有放弃
婚姻的想法，但经过一个月的冷静，就可
认真思考，反思自己，也许可以挽救破损
的婚姻。

“我支持设置冷静期。”市民杨女士
表示，她作为过来人觉得设置冷静期能
挽回很多婚姻。她当年因为房子落谁名
的问题和丈夫发生了纠纷，不仅大吵一
架，还闹了离婚。由于当时她的身份证
和户口在办理房产登记时丢了，办理离
婚登记需要先补办证件，因此就把离婚
耽搁了。在补办证件期间，俩人都冷静
下来，认为房子是身外之物，落谁名都无
所谓，只要感情好比什么都强，俩人因而
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如今他们都已年过
六旬，婚姻一直很稳定。

床头吵架床尾和

市民大多支持
“离婚要冷静”

王爱义在婚姻登记处工作 13年，他
认为离婚过程中会出现三类“注定后悔”
的情况：一是各说各理、各不相让，矛盾纠
结在一件事、一个点上，也就是俗话说的
钻牛角尖儿；二是犹犹豫豫、你不言我不
语，对离婚这个事谁也没有主心骨；三是
把“别人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单位怎么
样”挂在嘴边儿，独独少了“你我怎么样”。

王爱义说，能到婚姻登记处来离婚
的，基本都是有感情基础的，想走协议离
婚这条路，不上法院撕破脸。“离婚冷静
期”既是情感的缓冲期，也是理性的思考
期。“我看到过要签字时狼狈跑掉的丈
夫，看到过要盖戳儿时坐地大哭的妻子，
也看到过拿到离婚证后抱头痛哭要复婚
的夫妻，冷静期对于他们很重要。”

“离婚冷静期”是温情的产物，即便
是离，大家也会对婚姻存续期间财产安
排、儿女照顾等问题进行冷静协商，妥善
解决婚姻内存在的各种问题。据了解，
明年1月1日起，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
为“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
（发证）”五个步骤。30天的“离婚冷静
期”会让“且行且珍惜”的婚姻观更稳定，
也让自由婚姻制度更理性。

情感是家庭的纽带

选择分开
必须“慎之又慎”

民生 聚 焦

12月 22日，记者对哈市主城区
婚姻登记处进行走访，了解到咨询和
预约离婚事宜的市民，已被提前告知
情况，但近期离婚人数并没有明显改
变。其中南岗、道里、道外、香坊四大
主城区全年离婚率下降均超过
20%。业内人士估算，哈市今年离婚
人数减少一万对左右。南岗区婚姻
登记处主任王爱义说，疫情休息的两
个月，让“离婚冷静期”提前发酵。

冷静过后两成选择续缘

一场新冠疫情
留住万对“劳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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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市九大主城区离婚率调查

一场疫情
留住万对“劳燕”

●冷静过后两成选择续缘

●明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办离婚需经30天“离婚冷静期”

□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赵政府

明年1月1日起，调整后的离婚登记程序为“申请—受理—冷静期—审查—登记(发证)”五个步骤。
30天的“离婚冷静期”，会让“且行且珍惜”的婚姻观更稳定，也让自由婚姻制度更理性。

回眸2020年，哈市各区婚姻登记处因疫情休息两个月，全年离婚人数均减少了千对以上。业内人
士就此分析，全市九大主城区离婚人数减少10000对左右，这也是民法典正式施行前对“离婚冷静期”的
一次“自然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