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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

玲。”8 月 22 日迎来一年一度的七夕佳
节，也称牛郎织女节。一些公众发现，今
年的七夕来得有点晚，这是咋回事？

解答：
七夕是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但对

应的公历日期却不固定，一般落在公历
的7月下旬至8月上旬之间。

今年是农历的“闰年”，多出了一个
“闰二月”，从公历3月22日开始至4月
19 日结束。正是因为在农历七月前插
进了一个月，导致七夕的日子靠后。

为什么要设置闰月呢？中国天文学
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
我国现行公历和农历两种历法，一个公
历年的长度是365天或366天，一个农历
年的长度是354天或355天，公历年和农
历年相差 11 天左右。为平衡两者之间
的“时差”，农历历法用增设闰月的办法，
设置了“十九年七闰”的规则。每隔2年
到3年，就必须增加1个月，增加的这个
月叫“闰月”。

“置闰”的规则是依据二十四节气来
定。农历历法规定，每个农历月都有一
个中气，如果某个月中不包含中气，就算
上一个月的闰月。

今年3月21日（农历二月三十）为中
气春分，下一个中气谷雨在4月20日（农
历三月初一），这当中的3月22日至4月
19日的农历月中只有一个节气清明，没
有中气，所以这个农历月就定为闰月。
因为它的前面是二月，所以叫“闰二
月”。正是由于“多”了这个“闰二月”，导
致今年的七夕来得有点晚。

杨婧指出，闰月多发生在四月至八
月，二月、三月、九月、十月少有发生，一
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则极为罕见。

今年的七夕是来得最晚的吗？其实
不是，1901年至2100年这200年的统计
结果显示，七夕对应的公历日期最早可
落在7月31日（如2006年），最晚可落在
8 月 30 日（如 1987 年），这也意味着，公
历7月31日至8月30日中的任何一天都
有可能成为七夕。照此来看，今年的七
夕来得还不算特别晚。

杨婧表示，同样的道理，今年的端午
节和即将到来的中秋节、重阳节都会比较
晚，相较去年来说，都会向后推迟1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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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晓芳报道：
“人间七夕是佳期，喜见鸳鸯结荔
枝。”8月22日，农历七月初七，是
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昌
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
登记小高峰，共有91对新人领证。

准新人最快5分钟喜得结婚证

在线取号、排队等待、证件初
审、办理登记……22日当天10时
许，记者在昌吉市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看到，前来排队领证结婚的
准新人虽多，但现场秩序井然，到
处都洋溢着浪漫喜庆的气息。“为
了快速高效地为准新人办理结婚
登记，我们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
对准新人携带的证件材料等进行
初审。及时告知证件材料不合格
的准新人补充更换，完成证件材
料初审的准新人可到开放的3个
办事窗口办理登记，最快只需要
5分钟就能领证。”昌吉市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主任谷琳告诉记者。

用镜头记录幸福瞬间

在婚姻登记处登记大厅内，
昌吉市民俞波和爱人王妍妍用手
机拍照留念，让镜头记录幸福瞬
间，俩人笑得格外甜蜜。2022年
10月，俞波被单位派往阜康市博
峰街道有色苑社区下沉，与同样
在该社区下沉的王妍妍相识，俩
人互相鼓励、共抗疫情，一起热心
服务居民。经过近 1 年的恋爱，
最终走到了一起。“今天的日子好
记，又很有纪念意义。今天，只是

我们婚姻生活的起点，今后我们
也要相亲相爱、相濡以沫，过好每
一天。”俞波说。

“来，女士稍微向右侧一点，
男士再向女士靠近一点……”在
婚姻登记处颁证大厅，新人张芳
和崔敬宇在摄影师的引导下合影
留念。今年 25 岁的张芳和崔敬
宇都是吉木萨尔县人，俩人自高
中时相识，至今已相恋 8 年。为
了能在七夕当天领证，他们一大
早就赶到了昌吉市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取号排队。只见张芳头顶白
纱，俩人还穿着特别定制的印有

“喜 Like”“欢 Like”字样的白色
T恤，充满仪式感。“选择这个日
子是因为比较有纪念意义，今天
我们还特别请了摄影师跟拍。今
后，我们会一起奋斗，共同建设好
我们的小家。”崔敬宇笑着说。

据悉，当天昌吉市民政局婚
姻登记处共为 91 对新人办理了
结婚登记。“登记结婚只是一个法
定程序，办理结婚登记的日期没
有好坏之分。希望新人们更加注
重日常相处的日子，传承弘扬良
好家风家教，守护幸福婚姻。”谷
琳说。

8月22日，昌吉市迎来结婚登记小高峰，91对新人甜蜜领证

情定七夕爱意满满

左图：8月22日，特变电
工举办第三十一届集体婚
礼，一对新人在特变电工第
一届集体婚礼特装展区拍照
留念。

牛国华 摄

为何“来得有点晚”

8月22日，一对新人在昌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马晓芳 摄

右图：8月22日，吉木萨尔
县开展七夕公益婚纱摄影活
动。今年 88 岁的李福顺和孙
美英夫妻穿中式秀禾服拍照。

周静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