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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脚点餐后脚菜品就上桌，馆子里的菜究竟是厨师新鲜现炒还是热一下就能吃的预制菜？近日，饭店
和外卖提供预制菜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引发热议。不少消费者在参与调查时表示，如果事先知道是预制菜就
不会吃，商家应该提前告知。

从后知后觉吃到预制菜，到烫头分区收费、纹眉按根收费，再到只能打粉后才能称重计价的保健品营销策
略，消费市场上，神出鬼没的“刺客”不只有雪糕。在消费者不能全面知悉商品信息的情况下，难免被“刺”上一
刀。面对防不胜防的“刺客”套路，维护消费者权益应以何为“盾”？

“消费刺客”神出鬼没，
权益保护以何为“盾”？

默认是“新鲜现炒”实

际吃到预制菜

“我前两天去一家餐厅吃饭，他们家
最招牌的就是酸菜鱼。他们把酸菜鱼分
成两个菜，一个叫霸王酸菜鱼，98 元一
斤，3斤起卖，一个叫经典酸菜鱼，98元一
份。一个做餐饮的朋友跟我说，贵的那个
是厨房现杀现做的，便宜的那个就是预制
菜加热。”

近日，北京网友赵小爅在短视频平台
上分享了这段就餐经历。她吐槽：“我清
楚地记得，这家店以前只卖现做的酸菜
鱼，188元一份，现在如果我想吃他家的酸
菜鱼，要多付一倍的价钱……”预制菜是
针对家宴大菜制菜程序繁杂特点，运用现
代标准化流水作业，对菜品原料进行前期
准备，简化制作步骤，经过卫生、科学包
装，再通过加热或蒸炒等方式，就能直接
食用的便捷菜品。

“比如很多饭店里的油饼就是用冷冻
的手抓饼做的，省下了聘请专业面点师傅
的费用。在连锁餐馆里，预制菜的使用不
仅能节省人工与时间成本，还可以保证每
家店口味一致。”曾在一家速冻调理品经
销公司做过销售员的王宝仁告诉记者，普
通人或许注意不到下馆子吃的是不是预
制菜，但业内人就能分辨出来，不管是色
泽还是口味，跟新鲜现炒的就是不一样。

今年2月，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预制
菜消费调查报告》显示，62.32%的消费者表
示“预制菜品口味一般”，3.32%的消费者觉
得“预制菜口味较差、不好吃”。得知自己
下馆子吃的竟是预制菜，不少消费者感觉
被“刺”了一刀。

“之前图方便，我在网上买过红烧牛
肉、梅菜扣肉和麻辣龙虾尾的预制菜，口
味一言难尽，尝鲜后就没再买过了。最
近看了新闻才知道平时点外卖、下馆子
也可能吃的是预制菜，如果事先知道，我
肯定是没办法接受的。”长春消费者于莹
莹说。

赵小爅在短视频中说：“我的期待
是外卖、餐馆在售卖预制菜时，明确告
知消费者。我们或许没有改变商业趋
势的力量，但我们对吃下去的东西保有
知情权。”

各种“消费刺客”不

断出现

继雪糕“刺客”引发热议，各种消
费领域的“刺客”不断出现，涉及日常
生活消费的各种场景。

根据媒体报道，杭州的刘先生
想去理发店做个普通的洗剪吹，洗
完头后，工作人员推荐了一个 398 元
的“服帖烫”，结果付款时竟发现是
按区域算钱，他头上被分成了 12 个
区域，费用总额为4776元。

一些餐厅会收取餐位费或消毒
餐具费、纸巾费等，金额不高，消费
者也往往不好意思较真。近日，福
州的陈女士和朋友一起到餐厅用
餐时一共点了 150 多元的菜品，买
单时却被告知收费208元，仔细一看
小票才发现，包括餐位费、大厅小食、
茶费和服务费在内的收费竟要50元。

根据媒体报道，去年6月，有顾客
到南京某餐厅用餐，付费时，商家说
要收取 2 元的餐具费。由于未被提
前告知，顾客打了举报电话，最终市
监局没收该餐厅违法所得4212元，同
时根据《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
例》，对商家处以5000元罚款。

前不久，“原来吃饭是不用给餐
位费的”登上热搜，网友表示，这也
恰好证明，许多人对收取餐位费习以
为常。

有些“消费刺客”还可能涉嫌诈
骗。保健品是“消费刺客”的重灾
区。近日，安徽淮南警方成功打掉了
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售卖虚假
保健品的诈骗犯罪团伙，冻结涉案资
金2亿多元。该团伙以直播方式售卖
动辄上百元的“保健品”，实际就是由
食品加工厂生产的普通糖果或固体
饮料，出厂价最便宜的每斤仅几元
钱，他们还杜撰了“院士”“干细胞疗
法负责人”等头衔，并虚构产品疗效，
在全国有600多家实体店。

消费者可多渠道维护权益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
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
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消
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
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广东广
和（长春）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雨琦
说，“经营者应该把商品的真实情况和相
关信息全面准确地告知消费者。”

在王雨琦看来，“消费刺客”之所以
让人有被刺感，前提是消费者对商品或
服务的信息并不十分清楚，消费后认为
与实际内容和价值不相匹配，并产生心
理落差。

针对比较常见的收取餐位费等问
题，王雨琦表示，根据《价格法》第13条规
定，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
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
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
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
费标准等有关情况。经营者不得在标价
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
标明的费用。

“消费者有知情权，有自主选择商品
或者服务的权利，经营者不应该误导消
费者，应当用足以引起消费者注意的告
示来提醒消费者，否则消费者有权拒绝
消费，有权选择退货、退款。”王雨琦说。

针对餐馆是否需提前告知消费者
点的是预制菜问题，江苏省消保委表
示，近日该委与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及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餐饮协
会共同研究制定长三角地区预制菜相关
团体标准。

王雨琦提示，因“消费刺客”产生纠
纷，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
可以通过向消费者协会请求调解，向相
关行政部门投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等多种渠道进行维权。（部分采访对象
为化名）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