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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即将来临， 青海省

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 年夜

饭一直是除夕的传统项目， 现在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到酒店吃

年夜饭。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聚

餐， 我们都应当积极践行“光盘

行动”， 根据用餐人数合理安排

餐食量， 自觉抵制舌尖上的浪

费。 （1 月 23 日央广网）

近年来， 选择在餐厅吃年夜

饭的市民越来越多， 既体现了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又反映了传

统节日文化的嬗变。 2022 年春

节即将到来，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 年夜饭预订提前升温。 对

此， 青海省消费者协会提示， 年

夜饭应当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自觉抵制舌尖上的浪费。 然而，

从以往来看， 在年夜饭预订“一

包难求” 情况下， 一些商家便见

利忘义， 不仅对消费者限时消

费， 而且限定最低消费、 强收服

务费、 收取高额押金等， 消费者

只有“零选择权”， 使年夜饭变

成了“年夜烦”。

首先，从过年习俗来看，商家

对年夜饭限时消费、 限定最低消

费、 强收服务费、 收取高额押金

等，显然破坏了节日喜庆氛围。比

如，一家人吃个团圆饭，却受餐厅

“2 小时内必须吃完” 规定的限

制，吃得匆匆忙忙，让人感觉吃的

不是年夜饭，而是时间，消费体验

明显打了折扣。一旦超时消费，餐

厅还要收取超时费， 让消费者在

情感上难以接受， 认为餐厅是在

“趁年打劫”， 从而也坏了市民过

年的心情。换言之，如果餐厅对年

夜饭设定苛刻条件， 就违反了市

民过年消费的风俗习惯。

再者，从法律角度分析，餐厅

对年夜饭设定最低消费等， 属于

典型的“霸王条款”，违反了《合同

法》，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的“自由选择权” 和“公平交易

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

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

的规定。 ”有媒体解读此规定，认为

餐厅对年夜饭设定最低消费等行

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

费者有权利拒绝，并可向消协举报。

特别是，商家设定最低消费，违反了

国家制止铺张浪费的相关规定。

不能让年夜饭， 沦为商家的利

益狂欢。 首先， 有关部门应提高

《餐饮业管理办法》 执行力， 明确

规定餐饮业经营者必须明码标价，

不得设置“最低消费” 等不合理条

款， 不得采取虚假优惠折价等方式

诱骗他人消费。 同时， 春节期间，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商品

和服务价格监管机制， 完善价格监

督检查制度， 坚决查处春节趁机乱

涨价、 乱收费、 变相涨价、 价格欺

诈等价格违法行为， 让群众过一个

有“年味” 的春节。

“现在超市里已经能买到年

夜饭了！” 离春节还有不到 1 个

月时间， 北京朝阳区市民韩春生

走进家附近的大润发超市民族园

店， 货架上品类齐全的年夜饭产

品吸引了他的注意， 产品囊括本

邦菜、 徽菜、 淮扬菜、 川菜等全

国几大热门菜系， 冷菜、 热菜、

汤锅、 甜品一应俱全。 （1 月 23

日 《经济日报》）

应当说， 预制年夜饭的流行

其实并不意外。 相对于过年那种

完全在家做的普通年夜饭或是饭

店里的现成的年夜饭， 它有自己

独特的优势。 例如， 这种预制

“准成品” 年夜饭要比自己在家

一道道做年夜饭省时省心省力得

多， 人们买来后只需要微波炉加

热一下， 简单摆盘就可端上桌

来。 同时它又比去饭店里吃的年

夜饭宴席更加实惠。

人们看到， 往年不少饭店年

夜饭虽然价格不菲却还是一桌难

求， 各种“天价年夜饭” 套餐更

是比比皆是。 与之相比， 超市、

网络上预订的这种预制菜品， 性

价比就非常突出， 而且选择余地

也更大。

不仅如此， 这种预制菜品成

色、 分量等都是“肉眼可见”，

因此在品质、 卫生上似乎也更能

让人放心。 特别是在如今疫情风

险之下， 买预制年夜饭回家吃，

既响应了“过节少聚集” 的防疫

号召， 也确实能够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 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

责的“不二选择”。

如此看来， 选择这种预制年

夜饭， 只需要花上比饭店订桌少得

多的钱， 就能把自己和家人从繁琐

的买菜、 洗菜、 配菜、 做菜的自制

年夜饭工序中解放出来， 而且一家

人年夜饭欢聚一堂的氛围和乐趣一

点也不会少。 可谓安全放心、 年味

浓浓， 色香味俱佳， 何乐而不为？

在这种情况下， 预制年夜饭受

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热捧， 就不

足为奇了。 不过， 对于这种“新式

年饭”， 消费者也不是一点顾虑没

有。 根据生鲜电商盒马的调研， 有

55%的受访者最担心预制年菜“食

材不新鲜， 添加剂、 防腐剂太多”；

还有 25%的受访者认为预制年菜

“本地化产品不多， 缺乏地方特色

菜”； 另有部分受访者则忧虑预制

年菜“图文不符”， 卖家秀和买家

秀之间差距过大。 的确， 根据以往

的网购经验来看， 网上预订这种准

成品年夜饭尽管“有图” 却不一定

“有真相”， 难免会存在“菜不对

版” 的隐忧。 如果消费者只是被

“照骗” 吸引， 真正下单买到手却

大失所望， 那岂不是破坏了年夜饭

的好兴致， 搅了大年夜的好兴致？

特别是在食材的新鲜程度和加工过

程的干净卫生等涉及食品安全的问

题上， 人们更是难以完全安心。

由此可见， 预制年夜饭虽好，

但还需消除这些痛点和隐患， 这样

才能使人们更加放心地选购。 对

此， 一方面商家要加强自律， 严把

选材制作关， 有颜值更要讲品质，

不能以次充好、 欺客骗人、 自毁长

城。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

管， 严格标准要求和检查抽测， 及

时清除害群之马， 让老百姓买得放

心、 吃得安心， 享一顿美味年夜

饭， 过一个欢乐祥和年。

挑选年货美食， 低价即实

惠？ 2022 年春节日益临近， 商

场、 超市、 电商平台等推出各种

各样的优惠活动， 其中， 最直

观、 最普遍的活动方式就是降价

促销。 1 月 20 日， 中消协提醒

广大消费者， 要理性看待商家的

打折促销行为， 尤其要注意防范

不法商家的超低价陷阱。 （1 月

21 日 《羊城晚报》）

放眼当下， 食品领域和社区

团购俨然成了春节低价“问题”

的重灾区。 “山寨” 和“三无”

食品充斥消费市场， 由于原料来

源不明、 生产环境恶劣， 舌尖上

的安全难以保障。 社区团购以

“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

近年“圈粉” 大批消费者， 但在

“光鲜” 背后， 商品质量差、 虚

假促销、 低价倾销等问题时有冒

头。 更有甚者， “放长线钓大

鱼 ” ， 用“免费” “0 元购 ”

“秒杀” 等字眼作为诱饵， 引诱

消费者“上钩”。

一些低价促销看似“真实

惠”， 实则“设套路”， 影响正常

的商业竞争， 对市场秩序造成干

扰。 部分商家为了吸引眼球和提

升流量， 罔顾客观事实， 大打低

价牌， 诱使消费者上当， 不仅没

有尽到信息披露义务， 更是存在

主观上的恶意， 侵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 涉嫌违反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 《广告法》

关于禁止虚假广告等规定。

但就目前而言， 监管方面仍

存在不少难点和盲区。 譬如， 低价

陷阱涉及金额较小， 很多消费者上

当后不以为意， 选择不了了之， 问

题得不到暴露； 还有很多平台注册

地往往不在受骗消费者所处城市，

加大了处理难度。 治理相关乱象，

亟须消费者、 政府部门和商家平台

共同作为。

政府部门一方面要依法履行法

律赋予的市场准入、 行政监管等职

权， 加强对平台及商家的监管力

度， 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建立跨区

域、 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 做好信

息沟通及行动衔接， 打破行政处罚

的信息孤岛。 只有及时完善监管体

系和治理规则， 春节消费才能有科

学有力的外部护航。

低价陷阱切中的是贪小便宜

的心理。 这也告诫广大消费者，

在考虑年货美食价格的同时， 更

要擦亮双眼， 注重安全和品质，

检查商家是否具有经营资质， 关

注标签信息和产品情况， 尽量选

择证照齐全、 服务规范的正规商

家， 或者信誉良好、 售后有保障

的团购商家购买， 同时注意保留

发票、 电子订单、 支付页面等消

费凭证， 以及聊天记录、 产品宣

传介绍与服务承诺等信息， 当自

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积极进

行维权。

任何时候， 诚信经营都是企业

立身之本。 商家不能靠低价“忽

悠” 做“一锤子买卖”， 换取一时

的“假繁荣”， 只有拿出品质优良、

产销对路的产品和服务， 少些陷阱

多点真诚， 才能在春节消费市场立

得住、 行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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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 在河北邯郸某银行工作的

高女士值班时， 一对老人带着儿子的

死亡证明和查询函， 来银行查询已故

儿子的存款。 查询过程中， 老人称自

己儿子生前在铁厂上班， 在一次意外

中不幸丧生， 他们正在挨个银行找已

故独子存款。 （1 月 23 日上游新闻）

百家讲：

这类因存款人去世而长期没有交

易记录的个人存款， 在银行方面的专

业术语叫 “休眠存款”。 由于法律对

“休眠存款” 没有具体规定， 国内银

行的通行做法是将此类存款列为 “营

业外收入”。 而存款人的亲属想要找

回存款， 只能像这对丧子老人一样，

去银行查询。 所以， 应立法增加银行

对此类存款的通知近亲属义务， 让银

行主动去通知老人 ， 并细化相关规

定， 如要求银行在为储户办理存款时

必须预留家庭地址、 近亲属电话及身

份证号， 以防不时之需。

对此类 “休眠存款”， 法律应赋

予逝者亲属特殊的查询权。 随着大数

据技术的普及， 查询一个人的存款，

实际上不必到各家银行一一查询。 所

以， 为避免逝者亲属在一次次查询中

受到内心伤害， 应立法规定他们可以

去人民银行、 司法部门等特殊机关查

询相关账户。 这不仅显示出法律对老

人的关怀， 更能让所有人感觉出法律

的温度。

———李志军

事由：

近日， 河北廊坊。 有网友称， 万

达影城影厅把中间座位改成付费按摩

座椅， “不按摩坐着观影不舒服”。

影城人员告诉记者， 进场时会询问顾

客需求， 不需要按摩可撤掉坐垫。 (1

月 23日澎湃新闻)

百家讲：

国内电影市场受到疫情的影响较

大。 为了增加收入， 一些影院想出了

不少办法 ， 比如对 “黄金座位 ” 收

费， 增设付费按摩座椅等。 对影院来

说 ， 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没有错 ， 但

“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 对商家来

说， 要增加收入， 更多需要从优化服

务、 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入手， 而不

能通过给消费者 “添堵” 和以牺牲消

费体验为代价来创收， 或巧立名目变

相涨价。 否则， 这就是一种竭泽而渔

的短视做法， 就会遭到消费者的反感

与不满 ， 还会让更多消费者用脚投

票， 最终损害的还是商家的利益。

商家追求利益最大化， 也要能坚

持 “质价相符” 原则， 要坚持以消费

者为中心的营销理念， 提价要与消费

体验提升相一致， 也就是在提价的同

时， 也需要有相等的 “价值增量 ”，

这样才能对得起价格 ， 对得起消费

者。

这么来看， 不管是影院 “黄金座

位成付费按摩椅”， 还是 “黄金座位

多收费”， 都涉嫌对消费者感受与权

益的不尊重。 要实现消费者与商家的

“共赢”， 增强市场竞争力， 为消费者

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服务， 这样的服务

才是成功的服务， 这样的产品才会赢

得市场， 赢得消费者。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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