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装老板改行做红娘

于大姐是70后，土生土长的即墨人，
爱笑，健谈，一看就是一把说媒的好手，
在即墨周边是小有名气的红娘。她干了
大半辈子童装，家里有工厂，服装批发城
有摊位。从2021年起，她一边在市场卖
衣服，一边给年轻人说媒，后来找她说媒
的人多了，她索性改行当起职业红娘。

即墨的童装生意闻名全国。于大姐
2006年开始做服装，2010年专注于儿童
牛仔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售出千余
件。“我是个热心肠，好管‘闲事’，在市场
上经常有人找我给孩子说媒，一来二往
手里就积攒起一张年轻男女的名单，陆
陆续续促成七八对姻缘。”于大姐告诉记
者，在市场摊位上给年轻人说媒干了一
年多，这期间“触网”开设抖音账号，第一
条视频就爆了。每到周六周日，即墨周
边很多妈妈自己或者带着孩子来摊位找
她说媒，经常把邻里摊位围得水泄不通，
正常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2022 年，恰逢于大姐家里厂房拆
迁、童装买卖也不景气，她便萌生了做职
业红娘的想法。“现在愿意给年轻人说媒
的少了。”于大姐告诉记者，做媒人“出力
不讨好”，如果小两口婚后幸福，人家会
说那是命好；如果过得不好，就会怪媒
人。“而且年轻人对身边媒人介绍的对象
往往颇有微词”，于大姐给记者举了一个
很实在的例子：小杨在城阳当老师，杨妈
妈在工厂上班，通过妈妈介绍的相亲对
象多是“蓝领”，小杨觉得不般配。后来
小杨小姨给她介绍了一个开搅拌车的对
象，小杨表示不合适，直接把小姨得罪
了。像于大姐这样的手里有“优质资源”
的专业红娘，开始吃香了。

优质男青年相亲市场很吃香

“以前说媒的口头禅是：小伙杠下力
来（即墨方言，勤奋的意思）。现在说媒
的口头禅是：小伙家条件杠好来。”于大
姐笑着说，在她的名单里80后和90后是
主力，随着年龄段递减，对物质条件要求
越来越高。而且适龄女青年的条件普遍
优于男青年。据介绍，100位女士中，事
业单位教师、护士等好工作的能占到四
成，而男生同样条件的不到一成。然而
即墨有个好处，周边一汽大众等央企、国
企有一批适婚年轻男士，和当地优秀女
士恰好匹配。

“国企的工程师很受欢迎，在我这基
本不过夜就找上对象了。”于大姐表示，
这些男士非常优秀，当天来看看女生的
资料，安排相亲，基本一见面就相中，不
超过一年就结婚。“小李是90后男士，在
一汽大众上班，条件很好，之前我给介绍
过几个，他没相中。一天周末他来找我
聊天，恰逢王妈妈也在，她立刻打电话把
女儿小王叫来，双方一见面就相中了。”
于大姐告诉记者，他俩夏天见面，冬天定
亲，春节前结婚。

在于大姐的名单里还有不少离异的
80、90后，80后居多。80后离婚率高，颇
具时代烙印。“80男士多数是独生子，家
里‘三个钱包’娇生惯养。婚后，妻子想
要丈夫对她好点，丈夫也想要妻子对他
好点，双方想问题、办事情都比较自私，
先考虑自己，不考虑对方，往往家庭矛盾
越来越大，导致离婚。而 90 后是‘Z 时
代青年’叠加‘三个钱包’的溺爱，在我的
名单里有‘激情离婚’的，一句话不对付
就去领了离婚证。”于大姐表示。

当好红娘有秘籍

婚姻，是人生大事，也是家庭中一项
较大的开支。于大姐表示，不管以前免
费给人介绍对象，还是现在收钱办事，都
要务实，作为媒人，不能光说好听的“用

爱发电”。“首先要门当户对，起码消费观
念一致，更容易相处融洽。其次，相貌、
工作、家庭，可以互补，但是必须有一样
能和对方匹配得上。”于大姐表示，这是
她认为当好红娘的原则，也是在实践中
积累起来的。有一桩亲事让于大姐耿耿
于怀：男方要买一件二千多元的西服在
婚礼当天穿，女方认为结婚西服就穿一
次，可以实用点，买件便宜的，省下来的
钱买一件好的羽绒服，男方不同意导致
分手。当时双方已经定亲，之前长期的
感情付出全部化为泡影，而且也无法分
出谁对谁错。

俗话说“女的要高嫁、男的要低娶”，
但是也不能差太大，互补也行。小刘的
婚事是于大姐一手操办的典型的“互补”
匹配。小刘来自外地，家庭条件差，父母
忙活一年农事挣不了3万元钱。但是小
刘很努力很优秀，硕士研究生毕业，颜值
高、工作也很好。小江家是即墨本地的，
当老师，家里做生意条件很好。经于大
姐介绍，俩人顺利恋爱结婚。后来，于大
姐问小刘岳母对他可好？小刘回答：“从
来没有嫌弃过我的家境，相反，比我亲妈
拿我都好。”

记者在和于大姐交流中发现很多妈
妈带着孩子来相亲的情况，从长辈角度
帮孩子把关是为婚姻上一道保险。然
而，当下更流行双向观察。“找女婿先看
婆婆娘，找媳妇先看丈母娘。”于大姐表
示，只要“娘”差不多，孩子基本都差不
多。如果妈妈太强势，孩子会呈现出“妈
宝男”和“妈宝女”的倾向，这是年轻人组
建家庭的阻力。于大姐向记者举了两个
例子：“一对青年已经定亲了，男方把房
子买好也装修好了，但是丈母娘到新家
看了看，说马桶不好要求换马桶，甚至男
方家买什么样的定亲喜糖也要管。准女
婿没忍住和丈母娘犟了两句，最终导致
退亲。”“谈恋爱过程中，男生啥事都爱和
妈妈说，妈妈给出谋划策。男生与女生
交流，张口就是‘俺娘说’。终于女生受
不了提出分手。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拍
完婚纱照了。”

用一道选择题促成一桩姻缘

“坚持原则，适应多数情况。但是缘
分到了，也会情不自禁推一把。”于大姐给
记者讲述了小徐的相亲故事。2023年五
一，小徐给于大姐送樱桃吃，带来两盒樱
桃，看屋外人多，就放下一盒，进屋见到于
大姐，说：“本来我摘了两盒樱桃，半路遇
到熟人，就送他一盒，我又在路边买了一
盒。我自己摘的这盒甜，给于大姐吃。那
盒路边买的我放屋外了。”此时恰好小姜
和妈妈在里屋坐着，目睹了这一幕。

小刘到外屋后，于大姐问姜妈妈觉
得小刘怎么样？姜妈妈和小姜觉得小刘
做人办事敞亮，都相中了。当场小刘和
小姜聊了 2 个小时，又开车把母女俩送
回家。姜妈妈向于大姐反馈：“男孩条件
一般，在即墨城有套房，一个月还贷款
4000多元。但是俺闺女相中了。”

两个月后双方父母见面，想把婚事定
下，但是彩礼却让小刘打了退堂鼓。男方
打算给彩礼 12.8万元，但是女方一口喊
18.8万元，少一分不行。小刘灰心了，告诉
于大姐：“12.8万元，俺家不用借钱，办婚礼
刚好够。18.8 万元还要借钱，婚事要悬
了。”俩人聊到凌晨1时，于大姐用一道选择
题推了小刘一把：“一个选项，姑娘条件一
般，彩礼给6.8万元就行，丈母娘还能退回4
万元，但婚后得给姑娘买个车。另一个选
项，小姜，独生女，即墨城里三套房子，丈母
娘家给配送40多万元的汽车，但是彩礼
18.8万元，一分不退，你选那个？”

定亲当天，小姜妈妈从18.8万元彩礼中
拿出8千元给小刘压箱，自己又拿出2万元
凑足20万元，交给这对新人作为新家庭的
启动资金。面对如此反转，小刘喜出望外。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于女士讲述一
起起相亲故事，感触颇深。时代变迁，大
众对婚恋的认识呈现出多元化，于大姐
为身边渴望婚恋的青年牵线搭桥，这件
事的意义，正如她身后那面锦旗所写：一
手托付两家事，双眼卓识好姻缘。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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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王婆说媒”火了，即墨“最美红娘”也是牵线高手

“红娘于大姐”3年促成百对青年牵手
最近开封“王婆说媒”火出圈，人

气热度持续不减，“王婆”在台上提供
“一站式相亲服务”，并以极佳的口才
和表演引得全国各地的单身青年纷纷
涌向开封，只为让“王婆”牵线搭桥。
这背后反映出当下未婚而又想脱单的
年轻男女数量较多，他们或忙于工作，
或社交圈子所限不容易结识理想的伴
侣，于是纷纷通过相亲、说媒找对象的
途径解决终身大事。

在青岛市即墨区有位于大姐，也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红娘。2021年于
大姐在市场上一边卖衣服，一边给年
轻人说媒，手里逐渐积攒起一张年轻
男女的名单，后来她又开设抖音账号，
口口相传人气越来越高。三年时间，
于大姐手上年轻男女名单已经有
1200多人，促成 100多对牵手成功，
其中30多对已步入婚姻殿堂。

2021年每到周末，于大姐的
摊位就围满了来相亲的市民。

于大姐收到的锦旗。于大姐通过抖音为青年牵线搭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