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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一一结结婚婚潮潮来来了了
假期酒店爆满，婚庆公司一天策划五场婚礼

文/片 本报记者 周慧杰

十一假期来了，每年的国庆节前后都是结婚旺季，今年也不
例外。虽然离“十一”假期还有好几天的时间，但婚庆的气氛已提
前到来，新人们扎堆筹备婚礼，使得“婚庆经济”日渐升温。26日，
记者走访了婚庆公司、鲜花店、婚纱店、酒店发现，十一假期结婚
的新人真不少。

新人避开杨公忌，于十月六号扎堆了

26日，记者走访了几家婚庆
公司发现，选择十一假期期间结
婚的人很多，但选择十月一号结
婚的新人并不多。从事婚庆行业
多年的一家婚庆公司老板告诉记
者，由于今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小
的杨公忌，新人们有所忌讳，都避
开了这一天。目前来看，选择十月

六号结婚的新人最多，其次是十
月二号。

婚庆公司老板说，比较推崇
老传统的人都会选择避开杨公
忌。但是现在随着年轻人的新思
想，很多结婚新人也不会忌讳这
些，也有选择今年十月一日那天
结婚的。

鲜花、婚纱店：结婚潮，忙到晚上九点多

在凤城西大街的一家鲜花店
中，店主正在包装鲜花。据店主介
绍，每年一进十月，就进入了结婚
高峰期。来店里购买鲜花和扎花
车的顾客就多了起来。他们现在
晚上起码要忙到9点多。老板说：

“进入十一假期后会更忙。”在文
化路的一家鲜花店中，店主告诉
记者，最近有十二对新人预约了
装饰婚车的服务。来买捧花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顾客大都是选择
21支玫瑰做捧花，象征着真诚的
爱。

拍婚纱照成为现在结婚中必
不可少的环节，记者在长勺路一
家婚纱摄影店里看到，店中咨询
和拍婚纱照的人数都不少。这家
婚纱摄影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最近拍婚纱照的人数很多，
最多一天可以拍七对新人。”

酒店：酒店爆满，婚宴预订已排到明年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无论低
档、中档还是高档的酒店，只要
推出婚宴服务的基本都是爆满。
26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文化路一
家中档酒店，前台接待人员告诉
记者，该酒店有四个宴会厅，每
天可以承担四场婚宴。十一假期
期间天天都有婚宴，尤其是十月
一至十月三号，以及十月六号。

四个宴会厅全部爆满。还有顾客
提前半年就预定了这个十一假
期的婚宴。

在另外一家高档酒店，前台接
待人员说，该酒店有一个大厅和一
个小厅，大厅人数在30桌左右，目
前，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所有婚宴
厅早已经被预订光了，现在已经有
人开始预订明年的结婚宴。

婚庆：司仪预订光，济南北京司仪齐帮忙

结婚离不开婚庆公司，想要
活跃婚礼气氛，更是缺不了能说
会道的司仪。文化路喜传天下婚
庆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今年十
一假期司仪天天都会忙个不停。
他们公司一天最多需要策划五
场婚礼。特别是十月二号和十月
六号，司仪更是供不应求。十月
二号，他们婚庆公司还会请来北
京的司仪助阵帮忙。该老板说：

“我们司仪早上要早起跟着新人
主持拜堂，中午还要去婚礼现场
主持婚礼，有的司仪压根没时间

休息。”
另一家婚庆公司，他们的

司仪已经早早被预订了。十一
假期期间，司仪不够，还会请济
南的司仪来帮忙。现在还出现
了提前一年预订司仪的情况。
婚庆公司老板说，现在年轻人
都希望婚礼有创意，能与众不
同，所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
个满意的司仪，必须要提前预
定。到了这些结婚新人扎堆的
大型节假日，司仪就特别抢手，
很难预定到了。

相关链接：

记者翻查了资料得知，杨公忌
又称杨公祭。相传有一位姓杨的老
人，有13个儿子，儿子个个文武双
全，远近闻名，玉皇大帝听说后，因
为自己没有儿子很是嫉妒。阴历正
月十三，阎罗王告诉老人说，根据

“生死簿”老人每一个月死一个儿
子，一年内正好死完。杨公说自己有
十三个儿子，一年十二个月，每一个
月死一个儿子，还能剩一个，怎么会
死完呢？结果从那天开始，他每月死
一个孩子，而那一年恰好是闰月年，
有十三个月。恰好死了十三个儿子。
以后每到这些日子，杨公都会给儿
子祭祀，旧俗迷信以农历正月十三
日始，以后每月提前两天为百事禁
忌日，一般不宜嫁娶。

▲婚礼现场。

婚婚前前准准备备 出出奇奇制制胜胜
准新郎、新娘期待完美婚礼

本报9月26日讯(记者 徐莹)

拥有一个完美的婚礼是每个准
新郎、新娘的愿望，婚前繁多又
细致的准备让他们累并欢乐着。
记者在十一婚庆市场调查中发
现，结婚前准新郎、新娘关注的
侧重点各有不同，两个人需要默
契配合才能共同拥有最美好的
回忆。

记者联系到一对准新人，通
过聊天了解他们的婚前准备情
况。谢女士是莱芜银座商城的工

作人员，提起即将到来的婚礼谢
女士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谢女
士说，作为准新娘她更多关注的
是如何在婚礼当天扮靓自己。

“现在的婚纱摄影流行什么趋
势？我需要准备几套婚礼礼服？
什么样的婚礼跟妆最适合……”
这些都是最近谢女士挂在嘴边
的话题。单说新娘跟妆一项，谢
女士跟记者说，她从结婚登记当
天就已经开始留意了。“我去结
婚登记那天，正好有婚纱摄影店

向我介绍他们店的跟妆服务，我
就大体了解了一下。后来拍婚纱
时，我挺满意他们的婚纱和造
型，当时比较倾向预定这家店。
后来我又向结过婚的好友‘取
经’，他们都有推荐，现在举棋不
定了。”谢女士将其称为“甜蜜的
选择”。

谢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在潍坊
市工作，虽然只能周末回到莱芜，
但他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做充分的
准备。王先生告诉记者，大到婚房

的装修、酒店的选择，小到烟酒喜
糖，他可谓事无巨细。“我在外地
上完学又在那上班，对莱芜当地
的情况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家中
父母也一起帮助我们出谋划策。
我还需要回到潍坊市再宴请同
事，这些都是妻子想不到的，我就
必须想到提醒她。”王先生一向精
打细算，他还打算利用十一期间
家电商场促销的时机再去补充购
买家电，“从现在拿到的广告看，
十一期间打折能省一些钱。”

婚婚礼礼催催生生伴伴娘娘荒荒 花花钱钱就就能能租租伴伴娘娘
本报9月26日讯(记者 徐莹)

每年十一假期都是结婚高峰期。
伴娘是婚礼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角
色，在十一婚庆市场调查中，记者
发现婚礼扎堆催生伴娘荒，部分
新人为了婚礼的整体气氛只能花
钱租伴娘。但是由于市场不规范、
婚庆陋俗、传统习俗等因素，“职
业伴娘”并不好找。

提起当伴娘的经历，市民王
女士连连摇头，直说：“我再也不
当伴娘了。”五月份结婚的好友
邀请她来当伴娘，王女士也都婉
言谢绝了，因为莱芜当地有“闹
伴娘“的习俗，上一次当伴娘的
经历至今让她心有余悸。在上次
的婚礼中，新郎的朋友闹得太厉
害，不仅语言上出格，而且还把
王女士跟另一位伴娘抬起来摔

在地上，当时两个伴娘都穿着裙
子，让两人感到十分尴尬。回到
婚礼车上，另一位伴娘气的一言
不发，王女士几次想发火，但是
碍于朋友的面子都忍了下来。像
王女士这样的未婚女性不愿当
伴娘的不在少数，在采访中，记
者遇到了准新娘韩女士，韩女士
幽默地告诉记者：“万事俱备只
欠伴娘。”韩女士坦言，她打算邀
请六位好友做伴娘，想把婚礼办
得风风光光的，但是找不到合适
的伴娘却让她的计划基本落空。

“因为按照老家的习俗，伴娘的
属相要跟我的相合，这就有一部
分好友不适合做伴娘。并且只要
我一打电话邀请她们，她们第一
句就问我会不会闹伴娘。”记者
询问可不可以去掉这些不文明

的婚庆陋俗，韩女士有些为难地
说：“我也不想闹，可是到时候我
也掌控不了现场。但是就我个人
而言，我还是希望举办一个欢乐
文明的婚礼，让每位参加婚礼的
人都高兴。”

针对花钱租伴娘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多家婚庆公司。据了
解，虽然“职业伴娘”存在一定的
商机，但这种职业在莱芜市只处
于萌芽状态，从业者也没有接受
过专职培训。一家婚庆公司的经
理告诉记者，租“职业伴娘”是由
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传统习俗
需要寻找与新人相符的属相，二
是存在“当伴娘超过三次嫁不出
去”的说法；三是由于当地“闹伴
娘”的习俗，有些伴郎的做法很
过分，让未婚女性十分反感，不

愿当伴娘。这位工作人员说，找
伴娘的多，但是愿意当伴娘的女
孩子比较少。在另一家婚庆公
司，当记者提出想找伴娘时，负
责人介绍，租伴娘的花费大约在
三四百元。负责人坦言，有些婚
礼中男客人闹得很厉害，租来的
伴娘就能够开得起玩笑。这些

“职业伴娘”有的来自婚庆礼仪
中的兼职人员，甚至来自于一些
娱乐场所。在与多家婚庆公司的
工作人员沟通中，记者发现“职
业伴娘”的管理不规范、没有专
业的培训和职业标准，是现今婚
庆市场中的一个大问题。这些婚
庆公司的负责人希望对该职业
进行规模化、系统化的培训，使

“伴娘”职业也能够有一个规范
的发展平台。

十月结婚潮

你随红包了吗

本报9月26日讯 (记者 周慧
杰 ) 国庆假期是结婚扎堆的日
子，“红炸弹”满天飞。你收到了几
张请帖，要参加几场婚礼？红包又
要递出去几份？进入适婚年龄的80

后成了结婚随礼的主力军，大多
感慨“礼金随不起”。很多人惊呼，
十一国庆黄金周已经变成了结婚
黄金周。

刘先生去年刚刚毕业参加工
作，每月收入只有两千元左右，进
入十月份，他已经收到了四份请
帖，这四份请帖分别是他高中同
学，外地大学同学，还有两个朋友
的。其中国庆假期结婚的有两个，
分别是一个高中同学和一位朋
友。刘先生告诉记者，他参加工作
时间不长，并没有什么积蓄。这四
份“红色炸弹”还真的让他压力很
大。刘先生说，随份子这件事，随
的少了没面子，随的多了经济情
况又不允许，真头疼。

红包到底一共要花费多少钱
呢？刘先生给记者算了他十月份
随份子的一笔账，关系好的两个
朋友结婚红包各 6 0 0元，也就是
1200元，外地大学同学和高中同学
各随200元。对于他来说，一个月的
工资就没了。刘先生说：“现在国
庆黄金周都成了结婚黄金周了。”

对于结婚包红包的现象。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市民对包
红包这件事还是呈赞同态度。一
些接受采访的年轻人说，结婚就
是图个喜气热闹，多叫点人参加
婚礼，并不是图红包，也是图个人
气。市民周先生说：“说到底，红包
炸弹还的都是人情债，反正他结
婚你包红包，你结婚他也会包红
包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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