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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人生有四大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结婚是人生中最隆重
而浪漫的时刻，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步入洞房……”的传统结婚模式已不
能满足当前年轻人对婚礼的期望，用独特的方式来记录这一重要时刻成为许多新人的渴望。于是，婚庆
服务应运而生。 无论档次高低、花钱多少，如今请婚庆公司来助兴似乎成为婚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没
有了婚庆助兴，就像一瓶好酒缺少了点下酒菜，总觉得意犹未尽。 婚庆市场的发展可以用“火爆”来形
容，然而火爆的背后却又让人有些尴尬和无奈。

市场有多大——商机涌动

虽然“十一”黄金周已经过去多日，供职于市内一婚庆公司的王先生依然没有缓过劲儿来，八天长
假里他参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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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婚礼的策划和布置，可谓“连轴转”，而接下来，他也没有多少休息时间，除了继续
忙“金九银十”结婚季之外，又要为接下来的元旦结婚潮做准备。 他算了算说：“草长莺飞的三月到五月
是好日子，秋高气爽的九月到十月是好日子，元旦来临又是好日子，一年到头忙婚庆好像就没闲下来
过。 不过有钱赚，累并快乐着。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走在信阳的街道，随处可见“婚庆”这样的字眼，小有夫妻经营的婚庆店，中有
拥有三五名员工的婚庆公司，大有提供婚纱、摄影、婚礼策划于一体的婚庆会所。从申城大道一路走来，

提供婚庆服务的店铺就有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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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据了解，目前全市从事婚礼司仪的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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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除了公
司本身的员工外，每场婚礼还要雇三五名临时工，算下来一年中配合婚庆工作的人员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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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

婚庆从业者的众多反映出了我市婚庆市场的火爆。从记者对市区几家规模较大的婚庆礼仪公司的
采访情况来看，在旺季，这些公司的业务量每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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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婚礼以上，仅今年“十一”当天，全市所有司仪各
有场子，多数婚庆从业人员奔波在几场婚礼之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许多婚庆公司的业务早在婚礼

3

个月前甚至半年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即便是淡季，每月也会有十几场婚礼的业务量。

甜蜜的忧愁———

减负又增负

家住平桥区古井街的市民刘涛在去年和
相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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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女友走进婚姻的殿堂，说起当时的
婚礼，刘先生的幸福溢于言表，而这很大程度
上要归功于负责婚礼策划的婚庆公司。 因为夫
妻二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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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想自己亲自筹备一场隆
重而浪漫的婚礼，由于时间有限，宾客众多，还
有诸多的酒店预订、 现场布置等琐事需要操
心，花费很多精力，忙得身心疲惫也不尽如人
意，两人还没少吵架。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

夫妻二人选择了一家婚庆公司，将自己的想法
和工作人员沟通后， 他们帮忙打理整场婚礼，

联络各个环节，应对各种情况，解决一些琐碎
的事情，让二人的婚礼得以顺利进行。 如今说
起这件事，刘先生还很庆幸自己当时选择了婚
庆公司帮忙筹备婚礼。

虽说婚礼是隆重而浪漫的，但是婚礼也是
紧张和忙碌的，婚庆行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新人及家人的负担，但是随着婚庆价格
水涨船高、社会攀比心理的作用、婚庆行业潜
规则越来越多，婚庆又不知不觉中成为很多人
“甜蜜的负担”。

杨小姐在上海生活快
6

年了， 男友也是
“海归”，本来工作就很繁忙，对于结婚，二人都
崇尚简洁，今年“五一”两人本来准备回信阳请
亲朋好友吃顿饭，庆祝一下就算过去了，但是
跟双方父母一说，都没有同意，“哪有人结婚不
摆酒席、不找婚庆的，又不是付不起钱，搞得跟
偷偷摸摸似的。 ”经不起家人的轮番“轰炸”，二
人只好改变主意。 先是“货比三家”找婚庆，然
后与婚庆公司沟通、排练，签合约时又一条条
核对，讨价还价，生怕掉进婚庆公司的“陷阱”

吃了哑巴亏， 一场婚礼下来比预算多了
10000

元钱。 “我们也像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娱乐了别人，劳累了自己，最初简单朴素的结
婚梦落了空。 ”说起这些经历，杨小姐有些无
奈。

仔细盘点———问题也不少

婚庆千篇一律、缺少创意。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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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刚结婚，她对自己的婚礼很不满意，“两三次简短的会面
就给我们设计出一场婚礼了。 第一次见面让我们选择套餐、提出意见，第二次见面就确定流程，等到
第三次见面就是现场走位、彩排了，我们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没有融进去。 ”记者了解到，我市很多婚庆
从业人员一天就能作出一个婚礼策划，选择哪种类型的帷幔、花朵、桌布椅套等似乎成为婚礼策划的
全部，对创意却关心甚少。主持婚礼的司仪也永远像在背诵着充满喜庆色彩的台词一样，按部就班地
推进婚礼流程。市民刘先生最近一个月共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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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婚礼，他表示婚礼都是大同小异，最后对新郎新
娘的印象不那么深刻，倒记清了婚礼流程和司仪的一通套话。

利益驱使下，婚庆的质量让人担忧。 当前，选择良辰吉日或者节假日结婚的新人很多，因此扎堆
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 很多婚庆公司不顾自身的团队规模和实际能力，有活儿就敢接，有钱就敢赚，

一天可以接好几场婚礼。司仪们则利用时间差，一天可以赶几个场子。这样仓促制作的婚礼其质量和
效果自然不能保证。家住河区的袁俊最近刚结婚，他的婚礼司仪为赶下一场活儿，就早早地催促新
人拜天地、换戒指、喝交杯，整场婚礼显得忙乱而慌张。

婚庆行业从业门槛较低，这在全国都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虽然我国《婚姻庆典服务》国家标准
自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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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就已经正式实施，但是这种不健康的发展现象尚没有得到有效扭转。在我市，

有些婚庆公司买些设备、找几个人就能扯起经营的大旗
,

分得婚庆市场的一杯羹。 很多婚礼顾问、婚
礼督导的专业水准让人担忧。 记者走访发现，我市很多婚庆公司都没有固定的专业团队，生意红火、

人员不足的时候，师院、农专等院校外出做兼职的学生就成了他们的临时工。

冷静思考——还需用心经营

缺乏新意的套路、俗气吵闹的现场、程式化的搞笑和催泪……这是记者走访中听到的对婚庆最
多的评价。 很多市民表示，当仪式结束、宴席撤去，停留在大多数人脑海里的只剩下华丽的仪式和热
情的司仪，本该成为婚礼主角的新人已经退居次位。

今年
5

月
1

日，一场名为“梦幻”的婚礼却让在场宾客耳目一新。 “有你陪着我，就是拥有了
全世界。我想牵着你的手走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我想陪伴着你，感受生活的平淡与繁华，一起慢慢
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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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新郎孟先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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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新娘范小姐的爱情誓言让人感动。婚礼名字取自二人姓氏的
谐音，他们在相识不久就坚信对方就是自己要等待的那个人，不顾种种压力决定闪婚，随后找到了婚
礼顾问。 婚礼策划从新人对牵手经历和婚礼梦想的娓娓讲述中开始，创意从聆听得到的真切感动中
迸发出来。摒弃了陈旧套路，现场布置独具创意地选用了新娘喜欢的橘色和大片明亮的向日葵，并且
精心设计出了很多带有新人独特体验和追忆的幸福场景，婚礼司仪退到幕后，新人成为整场婚礼的
绝对主角，凸显出了二人相遇、相知、相守的真挚感情。

策划这场婚礼的曹尚认为，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人生仪式，婚礼策划对于从业
者来说，应当是一份甜蜜的事业。 成功的婚礼策划应该是创意占七成，布置占三成，婚庆从业人员应
该聆听新人的爱情经历、婚礼梦想，设计带有个人特色的婚礼仪式，而不是模式化、套路化，婚庆行业
的健康发展需要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见习记者王洋马依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