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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刘晨玮 通讯员丁明
莉）“我们1月1日领证，希望新年有一个新的
开始，以后每年的第一天都能想起最珍贵、最
甜蜜的这一刻。”1月1日，在江汉区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与恋人甜蜜“升级”的温先生展示
着小两口的结婚证，结婚照上的两人身着军
装、喜气洋洋、拉满幸福感。

当日上午9时，28岁的现役军人温先生
和同为军人的未婚妻张小姐专门请假来到婚
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两人因同在部队工作
而结缘，已相恋一年半。虽然两人所在部队
驻地都在武汉，但有时半个月才能见一次面，
最久的一次隔了半年才见面。“我们谈的是武
汉的异地恋。”两人完成结婚登记颁证仪式，
互许誓言，“感受到婚姻的庄重神圣，更加坚
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心”。这次，为了留下珍贵
的回忆，两人请了专业摄影师跟拍。领证后，
两人立刻向住在老家的父母报喜。

长江日报记者看到，江汉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还准备了热茶、暖手宝、新人配饰等便
民用品。

当日，位于紫阳公园内的武昌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举行了新年活动，为新人送上寓
意“福禄”的冰糖葫芦，对新人表达美好祝福。

“95 后”王先生和未婚妻在这里领取了

结婚证。两人都是安徽人，户口还在老家。
按照规定，在武汉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只需带
齐相关证件就能在武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小两口成为结婚登记跨省通办政策的受益
者，手续办下来非常方便。他们已在武汉置
业安家，之后将把户口迁到武汉，成为“新武
汉人”。

在颁证大厅，新人许下相守一生的誓言，
仪式感满满。此次活动还邀请了武汉民政职
业学院婚庆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
为新人主持集体颁证仪式，并提供拍照服务，
用镜头记录幸福时刻。

现场设置了传统婚俗体验区，新人可亲
手制作草莓冰糖葫芦，共同切花、穿串、裹糖
衣。“元旦是新年的开始，也是我们新生活的
起点。亲手做冰糖葫芦让我们多了一份共同
的甜蜜回忆。”王先生说，他们在体验传统文
化魅力的同时感受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
老”的深刻内涵。

据了解，2009年8月起，根据《武汉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市部分公共服务窗口延
长服务时间的通知》，武汉各婚姻登记处一直
提供周六延时服务。近年来，各区婚姻登记
处一直在元旦当天为预约的新人办理结婚登
记业务，受到一致好评。

新人们元旦领证开启新生活
有的还请来专业摄影师跟拍

1月1日，“95后”王先生和未婚妻在武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取结婚证。

■长江日报记者王春岚
通讯员官笑涵 夏雪 李轶

“我还没想好怎么庆祝生日，就迎来了
‘小棉袄’。这是送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1月1日，市民方先生和妻子郑女士升级当上
新手父母，喜笑颜开。父女都在元旦出生，节
日即生日，让家人直呼“稀奇”。

当日，武汉市妇幼保健院迎来多个“元旦
宝宝”，产房里一片喜气洋洋。截至长江日报
记者发稿时，该院主院区、西院区还有多名准
妈妈在节日里待产。

“元旦宝宝”和爸爸同一天生日

1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在市妇幼保健院
家庭化产房病区，方先生看着包被里的女儿
笑得合不拢嘴。方先生出生于1995年1月1
日，这天正值30岁生日。以后，他可以和女
儿在同一天过生日了。

方先生的妻子郑女士今年 27 岁，原本
预产期在今年1月7日。没想到，上月31日
凌晨，郑女士突然出现宫缩，连夜赶到市妇
幼保健院家庭化产房病区待产。到医院后，
郑女士腹中原本“躁动”的宝宝又“淡定”了
下来。直到 1 月 1 日凌晨 4 时，郑女士才开
了三指。

“我以为时间会很长，没想到后来一切都

超快、超顺利。”郑女士笑着说，早上7时，生
产开始“加速”。很快，她的宫口开全。上午
8时30分左右，她顺利产下一名健康的女婴，
体重2.9公斤。夫妻俩给女儿起了一个可爱

的小名，叫“泡泡”。
得知父女俩都在元旦出生，医护人员感

叹：“这是‘泡泡’专门选的日子，以后你们家
元旦是‘三喜临门’呀！”

娇小准妈妈实现顺产心愿

1月1日凌晨1时45分，市妇幼保健院接生
首个“元旦宝宝”。孩子的妈妈身高1.52米，比
较娇小。在助产士帮助下，她实现顺产心愿。

这位新妈妈姓曹，今年33岁。孕期接受
糖耐量筛查时，她的血糖值处于临界值“危险
边缘”。此后，她在医生指导下控制饮食、适
当锻炼。“我经常吃杂粮饭，还跟着短视频做
孕妇操。整个孕期，我的体重增加了近15公
斤，也把血糖值控制在了正常范围内。”

曹女士的预产期在上月底。看着孩子一
直没“动静”，夫妻俩到市妇幼保健院求助，希
望能顺产。上月31日，曹女士接受了催产。

经产前评估判断，曹女士腹中宝宝体重超
过3公斤，顺产对于体形娇小的她来说有一定的
挑战。为了帮她圆梦，助产士邱英教她跳生育
舞蹈，还使用分娩球助产，帮助其缓解疼痛及紧
张情绪。分娩前半段，丈夫骆先生一直守在她
的身边，不停地鼓励她。1月1日凌晨1时45分，
她平安地顺产一名体重3.1公斤的女婴。夫妻
俩给孩子起的小名为“小元宝”，还笑称孩子正赶
上元旦出生，是一个有福气的宝宝。

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周洁琼说：“辞旧迎
新之际，能守护一个又一个家庭安全地迎来新
生命，我们医护人员感到很幸福，所有辛苦都烟
消云散了。我们祝福所有宝宝都能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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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你们4人组合叫‘龙的传人’。
今年，你们打算取个什么名字？”

“我想想，人家说蛇是没有脚的小龙，
那就叫‘红小四小龙’吧。”

“去年，你的搭档哼了一曲《龙的传
人》，现场很吸粉。要不今年也让他唱几句
与蛇有关的歌曲吧？”

……
以上对话发生在我和我的儿子之间。

那时，我俩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他的
2025年元旦节目——《蛇年说蛇》。

2021年底，为了锻炼儿子的胆量和表
达能力，他上报班级元旦节目时，我仿照春
晚相声节目帮他创作了《虎年说虎》，没想
到受到老师、同学一致好评。于是，这个属
相系列节目便停不下来，《兔年说兔》《龙年
说龙》随之而来。

在儿子和他的同学向我发起“催更”
《兔年说兔》时，我要求他和我一起从身边
的学习、生活中收集素材、完成创作，并将
节目形式从相声向脱口秀倾斜。素材包括
与兔子有关的参赛作文题目、看过的以兔
子为主角的动画电影等。

到了最近的《蛇年说蛇》，我和他也是
“煞费苦心”地创作一番，让脱口秀除了保
持轻松、搞笑的风格外，还增加了知识含
量。比如，为什么很多医学院校的校徽上
会有蛇？《小王子》中“蟒蛇吞大象”的画为
什么会让大人们看作一顶帽子？除了这
些，连脱口秀中的歌曲都选用了含有白蛇
元素的《千年等一回》。

上月31日下午，《蛇年说蛇》正式演出
了，我听现场的人说演出效果很好，笑声、
欢呼声此起彼伏。这让身为父亲的我感到
十分欣慰。

对了，对于明年的《马年说马》，我可要
真正退居幕后开心吃瓜了，属马的儿子该
天马行空恣意奔腾了！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青山依旧在

《蛇年说蛇》表演现场，左二为网友@青山依旧在的
儿子。

在2025年1月1日这个充满希望的日子里，东湖之
上升起一轮璀璨的红日，映照着绚烂的朝霞。它们不仅
照亮了大地，更带来了无尽的温暖。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181***422 摄
（整理：沈欣）

新年第一缕阳光

我 的 这一年这一年
2024 年，我成为一名住户调查员，这

也是我在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工作的
第九年。

细心的市民会发现，统计调查部门每个
季度都会发布武汉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等数据。您也许会自
嘲收入“被平均”了，但我想告诉您，这些数据
都是记账户一笔笔“事无巨细”记下来的。

这些被国家抽样选取的记账户来自全市
1780 户家庭。每户家庭都要将每天发生的
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比如工资、奖金、福利、

津贴、购买商品、自产自用等信息在手机App
上分开记录。小到买了一根针，大到购入一
辆车，这些“账”都要汇总给国家。

收支数据很简单，但其背后的工作并不
容易。

全市每月近20万笔数据，需要我和同事
们在后台逐一审核，大家都炼成了“火眼金
睛”。“您家一个星期买了6双鞋，是不是记重
了”“你家一个月没吃肉，是不是忘了记
录”……每笔金额虽小，但正是这一笔笔“柴
米油盐”最后汇总成武汉“民生画卷”。

2024年，国家统计局在开展5年一个周
期的住户调查大轮换的基础上，实施周期内
样本轮换，让数据更具代表性。3个月时间

里，我和同事们登门拜访，和居民拉家常，统
筹落实了全市7个区490户家庭的换户、试记
账工作。

收支数据没温度，但其背后的民生很
温暖。

在我负责的全市直接调查点硚口区张
公堤北社区，记账户邓阿姨是一位低保户。
得益于医疗保障水平提高，邓阿姨的转移净
收入有明显增长，吃药、看病压力明显减
轻。江汉区打铜社区黄先生在汉来广场经
营一家灯具店 20 余年，上个月记账 209 笔，
家庭收入稳步增长。他说：“为国记账，也是
为己理财。”

作为一名住户调查“轻骑兵”，我走进一

个个家庭时总会看到生活百态、民生冷暖：一
笔笔大额医疗支出告诉我，有人正面对疾病
奋力拼搏；一笔笔购房装修支出告诉我，有人
正面临成家立业的喜悦及压力；家庭人口增
减告诉我，有人正感受新生的喜悦或离别的
痛楚……如同这些不间断的数据，不管面临
任何困难，生活仍在继续，账本仍在记录。这
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是亲历者，也都是
书写者。

2025 年的住户调查周期内样本轮换，
我的工作还在继续，也期待更多市民“晒”
起账单。

（讲述人：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住户调
查员操文慧 整理：长江日报记者陈永权）

住户调查员操文慧：后台逐一审核一笔笔“柴米油盐”

“泡泡”和父母在一起。 通讯员官笑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