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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锐鑫

元旦临近，结婚潮导致司仪紧缺。部分
市民委托熟人当司仪，却存在被“放鸽子”的
风险。业内人士提醒，旺季预约婚庆服务最
好提前一个月以上。此外，“熟人司仪”存在
不可控制的风险，最好委托专业的婚庆公司
主持婚礼。

被熟人“放鸽子”，近日市民刘女士就遭
遇了这种尴尬。她托口才好的朋友在她儿子
的婚礼上做司仪，朋友本来满口答应，却在婚
礼前夕通知刘女士，因为工作问题无法帮忙。
业内人士提醒，让熟人做司仪存在不可控制
的风险，最好聘请专业司仪主持婚礼。

于是，刘女士去了多家婚庆公司，想预
约司仪在元旦当天主持婚礼，然而对方都
说，元旦当天司仪已经有人预约，无法提供
服务。

昨日上午，记者走访了中州路定鼎路口
西的几家婚庆公司，多数工作人员称年初几
天是结婚吉日，司仪的确紧缺，口碑好的司
仪早早就被人预约了。

业内人士张女士建议，预约司仪最好提
前一个月以上，如果委托熟人当司仪，最好百
分百确定熟人当天有空，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影响婚礼举行。“最好还是通过婚庆公司聘请
专业的司仪，一来质量有保证，二来一般不会
出现临时不能主持的情况。”张女士称。

□记者 许晓洁 通讯员 宋文辉 文/图

虽然距离过年还有近两个月，但我市多
家饭店已启动2013年的年夜饭预订工作。
近日，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2013年的年夜
饭预订价格相比今年略有上浮，饭店为了吸
引顾客，还推出了不少特色服务。

年夜饭预订相当火爆

近日，我市多家饭店在门口亮出“年夜饭
预订”的招牌，记者走访了解到，年夜饭的预
订情况相当火爆。

湘鄂汇大酒店总经理闫丽辉说，该酒店
从12月开始接受年夜饭预订，目前30多个
包间已经预订出去1/3，就连酒店大厅里也
已经订了几桌。“预订在大厅消费的顾客，现
在就可以点菜，还有优惠活动。”闫丽辉说。

“包间已经快订满了。”乾丰信阳菜馆牡
丹广场店工作人员说，该店11月就开始接受
年夜饭预订，虽然目前年夜饭的菜品和报价
还没确定，但已有不少顾客预订。

粤桂楼工作人员介绍，该饭店的包间本
来就不多，现在已经预订出去近一半了。

送年夜饭上门，商家推出特色服务

“去年年夜饭包桌最低价为每桌600元，
今年为每桌800元。”闫丽辉说，今年的菜品品
质有所提升，因此包桌最低价为每桌800元，
此外，该店还有每桌999元、每桌1288元、每
桌1688元等年夜饭预订项目供顾客选择。

闫丽辉说，即使是年夜饭包桌的菜品，顾
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换。此外，该店
还随年夜饭包桌赠送饺子和小礼物，为顾客
送上祝福。

粤桂楼工作人员表示，该饭店可以为附
近的顾客提供年夜饭送餐服务，想在家中用
餐的顾客，也可以享受到该饭店的菜品。不
过这需要顾客提前订餐，送餐时间也要错开
上菜高峰期。

年夜饭越订越早，这是啥原因

以前，大家都是快过年的时候才预订年
夜饭，如今，为何越订越早？

市民卢女士说，她打算最近几天预订年
夜饭，主要是怕订晚了没位子。“一大家人一
起吃年夜饭，人数比较多，订晚了，不仅可能
订不到合适的包间，甚至连大厅的位子都不
好找。”卢女士说。

“在一些饭店，早预订能享受优惠价格，
另外，早早订好也比较安心。”市民郑女士说。

闫丽辉说，如果顾客早点预订年夜饭，饭
店在备货方面可以提前作准备。此外，提早
预订也是饭店抢占年夜饭市场的一种策略。

预订年夜饭，别忘留凭证

预订年夜饭，消费者需要注意什么？
工商人员建议，消费者预订年夜饭时，应

以书面合同方式，与饭店就就餐时间、场所、
菜单菜名、主要食材的分量、商家推出的人性
化服务、节日期间就餐是否有其他服务和收
费项目等进行明确约定，以免用餐时享受的
服务缩水或发生纠纷。一些饭店在消费者预
订年夜饭时可能有许多附加条件，如不得自
带酒水、用餐时间、包间最低消费、就餐人数
等，消费者也应事先了解这些信息，以便保护
自己的权益。

有些消费者喜欢打电话预订，此方式属
于口头约定，一旦发生消费纠纷，较难确定责
任归属。工商人员建议，消费者不要嫌麻烦，
要以书面合同方式对所预订的年夜饭的主要
环节进行约定。

工商人员提醒，用餐前，消费者也要留
心，最好再检查一下所点的菜品，尤其是鱼虾
蟹等，防止饭店在菜品上缺斤短两。

用餐后，消费者要保留预订单据、用餐发
票等相关凭证，出现消费纠纷，请在第一时间
拨打相关部门的电话进行投诉，以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记者 王子君

“这些油的叫法五花八门，不知道选啥
好……”昨日，张女士到超市买食用调和
油，面对各种各样的油品名称，她不禁心生
疑惑。记者走访发现，市面上出售的食用
调和油在名称、配料比例、营养界定等方面
存在似是而非的情况。律师表示，消费者
的知情权应受尊重，相关部门应尽快规范
产品名称。

市民：名称五花八门，不知买啥好

洛龙区某大型超市二楼的食用油货架
上，名称各异、包装不同的食用调和油可谓
琳琅满目。虽然油品种类繁多，但是不少消
费者抱怨选油难，原因是这些油品的名称五
花八门，让人摸不着头脑。

“深海鱼油调和油、天然谷物调和油、均
衡调和油……我到底该选啥？”昨日10时
许，张女士来到该超市选购食用油，她围着
货架转了近半个小时，依然没有选到合适的
油品。

业内人士：部分商家以次充好

记者随手拿起一款5升装的某品牌食
用调和油，其外包装上醒目地印着“菜籽食
用调和油”。然而，记者查阅该名称旁边字
体较小的原料成分表发现，菜籽油的含量却

少于大豆油和棉籽油。记者在查看了多种
油品后发现，部分食用调和油的名称的确存
在似是而非的情况——油品中营养丰富、价
格较高的原料成分所占的比重很小。

在涧西区从事多年粮油生意的王先生
称，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规定，食用油品的名称应按照其配
料的主要成分来命名。

王先生透露，由于成本上涨，市面上
售卖的调和油的成分多以大豆油、棕榈油
为主，茶籽油、花生油、菜籽油等价格较高
的油类所占比重不大。一些厂商经常对
产品外包装的原料成分表进行模糊处理，
通常只注明成分，不注明详细的配料比
例，部分商家甚至夸大其中的某些成分，
以次充好。

律师：消费者有知情权，相关
部门应尽快规范产品名称

就上述问题，记者咨询了河南惠人律师
事务所的卫晓明律师。

卫律师认为，不少商家为了达到盈利的
目的，利用消费者对食用调和油产品缺乏了
解这一情况，随意冠名，模糊标注相关原料
成分配比，从而误导消费者，相关厂商的行
为已经对消费者的知情权造成了侵犯。

卫律师呼吁，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行业
标准，对食用调和油产品的名称进行规范，
杜绝个别商家以次充好。

年夜饭预订，一年更比一年早
工商人员：预订年夜饭，别忘留凭证

食用油名称五花八门
消费者选购雾里看花
律师：消费者的知情权应受尊重，相关部门应
尽快规范产品名称

元旦新人扎堆结婚，司仪紧俏
请熟人做司仪，当心被“放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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