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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婚纱照怎么办，有人专门这么干
把“麻烦”放进粉碎机，已完成400多单销毁业务

文/片 记者 陈晨 王开智

七成客户是女性

刘玮是个生意人，他不避
讳，开展销毁婚纱照这项业务，
就是为了赚钱。刘玮的合伙人
此前从事物品销毁行业，2022
年有了转向个人隐私物品销毁
领域的想法。刘玮加入后，经过
考虑和调研，最终确定了婚纱
照销毁这块空白领域，销毁中
心建在了距北京不远的廊坊。

离婚后怎么处理婚纱照？
刘玮团队做过一个简单调研，
发现通常男士不太当回事儿，
女士更为在意。因此目前的客
户中，有七成是女性。“有人到
现在还留着，当然只能藏起来，
不敢公开。还有人放在父母家，
但这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伤
害。”刘玮说，把婚纱照扔了也
是一种处理方式，但脸还在上
面呢，暴露隐私。尤其在农村，
邻里更为熟悉，容易招惹口舌
是非。烧了也非一种妥善处理
方式，一是现在婚纱照的材质
以亚克力为主，烧不坏不说，还
会冒黑烟。再者不管城市还是
农村，随意焚烧物品都不被允
许，不环保。

刘玮团队瞅准行业空白，做
起了婚纱照销毁生意。把这个

“麻烦”放进粉碎机，变成碎片，
再送进电厂高温溶解，让它彻底
消失在这个世界。

“妥善，安心。”刘玮说。

400多个离婚故事

今年3月至今，刘玮团队销
毁的婚纱照有400多单，背后是
400多个离婚故事。

不过刘玮的职业原则是不
打听客户隐私和不催单。客户
愿意讲，他就听着。不开口，他
也不会问什么。有需求的客户
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刘玮，沟通
好后，将想销毁的婚纱照或其
他物品寄到廊坊的销毁处置中
心。刘玮会将开箱、喷漆以及粉
碎的过程拍下来发给客户。之
后碎片会被送到电厂，烟消云
散。

41岁的刘玮早已进入婚姻
殿堂。被问及这么多婚纱照在自
己眼前变成碎片，有没有对婚姻
产生新的感悟时，刘玮回答得很
干脆，“没有”。刘玮坦言，面对最
初销毁的几单，自己有过触动，
但这里面更多的是好奇，“为什
么没拆封就寄过来了？”“还有同
性恋人的照片”……

第一笔订单来自福建，4月
初，一位女士将自己的婚纱照连
同一双婚鞋，一块寄了过来。刘
玮觉得这位女士特别果敢，“运
费补贴也没要，她说怎么处理都
行。”

客户可以通过视频或者监
控探头实时观看销毁过程，但
也有客户选择现场观看。那是
一位来自廊坊的女士。离得近，
她自己驾车，将婚纱照送到了
销毁处置中心。在刘玮看来，这
位女士已经释然。从箱子往外
拿婚纱照时，她偶尔讲一下拍
这张照片时的情况。看到婚纱
照变成碎片，她也拿出手机拍了
下来。

有位太原的男士，在婚纱照
被销毁后，又给刘玮发了一个红
包，要给工人买烟。刘玮当时感
觉，正常的销毁费用已经不足以
表达这位客户当时的心情。

一位北方女孩，寄来了5本
日记。它们被胶带缠在了一起，
扔进了粉碎机。还有客户在喷漆
环节提出只喷自己不喷对方，让
对方的脸直接被粉碎……

行业竞争少，市场存量大

起初几个月的单量特别少，
经客户同意后，刘玮将一些销毁
视频发到社交平台，越来越多人
找了过来。“近两个月单量变多，
最多的一天接到了十几单。”不
过刘玮说，想要回本，需要至少
一年时间。

“在我这里，这就是一门生
意。”刘玮介绍，收费标准59元起
步，按重量收费，25公斤收费159
元，超出按一公斤8元收费。不过超
过25公斤的婚纱照并不多，刘玮觉
得，大部分客户只要花100多块钱，
就能满足销毁婚纱照的心愿。

销毁婚纱照的意义在哪？网
上的舆论两极分化。有人拍手叫
好，有人骂得难听。

对刘玮来说，这件事除了赚
钱，还能获得成就感。刘玮认为，
自己团队是销毁婚纱照领域的
先行者，如果做成了，不敢说全
国，最起码也能成为华北地区的
第一，“这不也相当厉害了吗？”

刘玮很看好婚纱照销毁行
业的前景，竞争者不多，市场存
量大。这个行业有门槛，目前鲜
有人涉足。刘玮还留意过，北京
近3年的离婚夫妻将近18万对，
而他的市场面向全国。

在评论区，刘玮看到了这项
业务对客户的意义，“销毁婚纱照，
是一种仪式感，是客户告别的一个
里程碑，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通讯员 赵文雯

12月8日，菏泽市牡丹区中医
医院专家义诊团在党委书记李志
君的带领下，走进市老年大学开
展健康专题讲座及义诊。

医院专家向群众讲解骨质疏
松发生发展过程，就发生原因、主
要表现和治疗手段等进行深入讲
解，并为老人提供骨密度筛查、耳
穴压豆、针灸、问诊把脉等中医诊
疗，发放健康科普资料。此次活
动，让更多中老年人了解到骨质
疏松防治的重要性，增加了他们
在骨质疏松预防和治疗方面的知
识，最大限度减少了骨质疏松对
中老年人的危害。

为健康“骨”劲
牡丹区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离婚后，之前拍的婚纱照怎么处理？扔了，暴露隐私；烧
了，材质不允许，也不环保；带走，是个麻烦；放父母家，父母
看了也不舒服。生意人刘玮提供了一个办法：花一百多块
钱，专业、妥善、安心地销毁。喷漆、粉碎、溶解，经过一系列
程序，被嫌弃的婚纱照和不想要的爱情一起，烟消云散。

婚纱照被销毁成碎片。

文/片 记者 史安琪

零食店：
按“两”标价挺普遍

近日，在泉城路世茂广场一
楼的走廊处，记者发现卖奶酪、果
脯的摊位。“可以试吃，我们10斤牛
奶才能生产一斤奶酪。”一位商家
吆喝道。该摊位售卖的物
品有牛肉干、果脯、奶酪
等，其中，果干、奶酪、陈皮
话梅98元/斤，成袋山楂68
元/斤，“每袋有七八块山
楂，一包大约七八块钱。”

恒隆广场一家零食
店，所售商品也不便宜。这
是一个全开放式的摊位，
陈列着百余种零食，包括
果干、巧克力、软糖等。记
者以36 . 9元买了一小袋重
量约1两的古早味梅肉。这
袋话梅拿在手里重量很
轻，数量肉眼可见的少，细
数发现竟只有46颗。每颗
话梅并不大，平均下来每
颗约0 . 8元。“现在购物不
能只看数字，还得看对应
的重量单位。”一位正在购
买的顾客提醒。

记者注意到，恒隆的
这家商店的价签不是按1
斤来标价，而是按每50克、
也就是一两多少钱来计
算的。其中，原味梅肉19 . 8
元/50克，杏脯10 . 8元/50
克，凤梨干13 .8元/50克，特
级迷你梅肉2 8 . 6元/ 5 0
克……如此计算下来，这
些果脯一斤都得破百元。

此外，在世贸内某知
名奶糖店，其价签同样是
按每50克计算，所有口味的
奶糖，均售价为5 . 9元/克。

“现在很多商家都会按照50
克标价，这样看起来价格
便宜，顾客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
可以不买，我们不会强迫。”该店店
员说。

业内人士：
小计量标价增加购买欲

随后，记者联系到一家卖散
货的商家曾先生。他表示，散货商
家和定量装的商家经营模式不一
样。“按照50克标价的商店，大多
售卖的是定量装产品。”曾先生解
释，比如一小包是30克，他们会根
据小包的重量，制定相应的价格。

如此换算成一斤的话，价格就会
较高。“这是定量装商家的经营模
式，从一开始就固定下了。”

曾先生坦言，商家按照50克
标价是打了一个“马虎眼”，其实
是属于诱导消费。当消费者看到
十几块钱的商品时，从心理上会
觉得商品价格并不高，购买欲会
增加。“我们有些商品标价也是上
百元，不少顾客就会望而却步。”

曾先生表示，有些消费者
对于价格比较敏感，为了
迎合市场，有商家就会选
择按照50克多少钱来标
价。“现在只是要求商家明
码标价，但并没有明确要
求以何种方式定价，所以
这不属于欺骗消费。目前
没有相对应的部门进行监
管，也没有明确条文规定，
固定的标价方式。”

专家：
不算欺骗是误导

“商家用小计量单位
标价，不能算欺骗，但是算
误导消费。”山东建筑大学
市场营销系主任徐晓慧表
示，即使国家没有对定价
做明确要求，但却不符合
市民的问价习惯。“商家抓
住了消费者碍于面子的心
理，从长远来看，下一次消
费者则会注意看标价，就
不一定买单了。”徐晓慧
称，对于品质高的高价产
品，商家应需要让消费者
感到物超所值。

对于商家误导式标
价，徐晓慧表示可以用经
济学的“价格需求的弹性”
来解释。“对于一般商品来
说，应是价格富裕弹性
的。”徐晓慧表示，商品价
格下降，则销量上升。但一
般价高的商品会开在高端

商场中，客流群体较稳定，价格对
于商品的销量影响较小，也存在
一些价格歧视的现象。

其次，徐晓慧认为，此举是商
家打“擦边球”，利用信息不对称
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无法在短时
间内，搜索所有的商品信息。”徐
晓慧表示，商家如果是按照小计
量单位标价，则需在店面明显位
置标注，并且对顾客作出提醒，

“商家可以增大加粗字体，让消费
者看清楚价格，或店员主动告知，
顾客在购物时还是要仔细辨别标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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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可以买什么？或许只是一斤果脯。近日，不少市民
表示，零食动辄上百元，实在吃不起。“零食刺客”再次进入
人们视野。济南零食市场如何？记者做了探访。

商场

内按照50克标

价的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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