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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众多摊主发现，“早
晚江湖”变了，正在重开新局。

“我侄女爱去咖啡馆，喜欢清净。现在小
年轻不怎么吃大排档。”陈娜带着点嗔怪又是
理解的语气道。疫情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习惯，早年间“哪里热闹赶哪里”的风向转了。

“是的呀，现在来的主要是 30 岁以上的
老客。”郑伟俊也为自己这一发现心中一惊。
疫情“关”停不少生意，但消费的需求并未消
失，反而找到了更多出口。清吧、直播间甚至
野外露营基地，都火上热搜；国货、潮牌乃至
精心包装的水果捞、土特产，也被热捧⋯⋯烧
烤店一统夜宵江湖的时代正在远去。

虽然早餐摊主们整体受影响较小，但他们
也发现，简单卖卖豆腐油条很难吸引新的客
流。吴卫芬等粉皮店主发现，一些食客越来越
讲究品质和品牌，“很多人就喜欢手工做的粉
皮。我家自制的各类咸菜也非常受欢迎。”

浙大城市学院教授陈勇用“减量提档”来
形容这种新趋势。他解释，当下我国餐饮业
进入消费升级和供给调整的新窗口期，疫情
更让窗口期凸显，消费者更青睐有特色、品质
佳或者能体验的消费品——对经营者而言，
眼下或是实施改变、谋求新局的良机。

记者发现，兰溪游埠早茶、嵊州小吃、畲
乡粉皮等传统地域美食，正在越来越多地以
统一品牌、统一运营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

“做传统美食的，大都是个体工商户，尽
管东西很地道，但体量太小，做不出名堂，也
容易受到市场影响。”景宁畲乡小吃办负责人
刘建雄告诉记者。畲乡粉皮源自该县英川
镇，有600多年历史，是景宁当地早餐店里的

“常客”。全县如今有60多家粉皮店，去年销
售额达1000多万元，但出了景宁却没什么知
名度，游客来了也不一定知道。

去年开始，景宁开始编制畲乡小吃产业
发展规划，打造统一品牌、评定星级示范店、
发放补助资金，以扶持产业发展。一年来，被
评定为畲乡小吃星级示范店的有20家，当地
发放专项补助资金61万元。

吴卫芬的店也是在去年完成“升级”的，
她投入 3 万多元重新装修店面，挂上了统一
设计的“畲乡粉皮”新店招。在今年5月的全
县评比中，她的粉皮店获得“四星级示范店”
称号。吴卫芬说，“感觉不再是我跟婆婆两人
在单干了，而是很多人在一起努力。”

如何平衡户外餐饮摊贩生计、市民需求
和城市的有序，也在当下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智慧。

6 月底，杭州市第一批户外摊贩的食品
类营业执照发放，引起广泛关注。“发证前，我
们对武林夜市所有摊贩的情况进行了研判，
确定了相关人员要有健康证、要做好食品进
货台账等硬性条件。”拱墅区市场监管局武林
所负责人朱一凡说，一张执照背后，是对夜市
管理“从粗放到精细”，把对户外摊贩的食品
安全监督精准到每一户，且完全是按小餐饮
店的要求来管。

有秩序，也更有活力。管理升级打开了
“多赢”局面。夜市摊主杨昌美说，有了营业执
照就可以上“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做外卖生
意，小摊能增加不少营业收入。武林夜市经理
叶连忠发现，有了执照，个体工商户的主体责
任意识也更强了。消费
者也说，来武林夜市“撸
串”更安全、更放心了。

一早一晚，一箪一
食，正在回归的城市烟
火气，折射出经济的韧
劲和生生不息。

重开新局
统一品牌精细管理

饮食消费饮食消费，，新增量如何撬动新增量如何撬动
——疫情下浙江餐饮业个体工商户生存调查疫情下浙江餐饮业个体工商户生存调查（（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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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消费热情被消费券“点燃”了。一组数据描述了
“燃烧热值”：截至 7 月 3 日，第一、第二期数字消费券已拉动
消费超30亿元。

这般“热度”可以获得感性的实地验证。6月24日20时，
杭州发放今年第二期数字消费券。两小时后，记者来到滨江
区庙后王路烧烤一条街上，发现这里已涌入很多食客，现场飘
荡着呼朋引伴声、烤肉声、开啤酒瓶声。“政策‘点火’后，怎样
让市场热起来就要看我们了。”经历过第一期消费券带来的火
热，店主们的信心明显更强。

城市烟火气，经济活力的风向标。刚刚闭幕的省第十
五次党代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

“千方百计助企纾困”等任务部署引发广泛关注。连日来，
浙江多地多部门相继推出稳经济、促消费政策措施。省政
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扶持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意
见》，省商务厅出台《浙江省促进消费复苏回暖行动方案》；
金华、丽水等地开启消费促进月、促销季，鼓励零售、住宿、
餐饮业企业普惠性消费；台州文旅启动六大行动，以纾困促
消费⋯⋯

餐饮业如何寻找新增量？政策之“火”效应如何？我们
继续在浙江人一早一晚的饮食江湖里，观察消费和市场的新
变局。

最近，杭州允久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一篇《疫情后，我想在
杭州开一家烧烤店》的网文引发热议。文章通过分析主流消
费服务平台上的数据，得出“性价比要高”“营业时间要长”等
在杭州开好烧烤店的“诀窍”，也折射杭州烧烤店恢复活力的
强劲势头。

很多餐饮业经营者关注到了这篇文章。烧烤店主阿豪近
期有开发特色套餐、增加新营销点的想法，但拿不准消费者心
态，很怕“竹篮子打水”。看到文章里用大数据分析，得出特色
套餐是开店的加分项结论，阿豪不再犹豫。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生产有序恢复，消费市场活
力正在逐步回升。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5 月份浙江餐饮
业收入尽管同比依然有所下降，但降幅比上月收窄 7.5 个百
分点，呈现恢复向好势头。复杂局面中，“先寻找增量以自救”
成为越来越多餐饮业个体工商户的共识。

“厨艺没见长，拍照、剪视频、写文案倒是愈发熟练。”说话
间，陈娜又在手机上接到一单。满满一箱油带鱼，发往江苏常
州。在店铺因疫情歇业的那段时间，她靠线上卖海鲜这一“副
业”撑了过来。

这是陈娜在舟山夜排档闯荡的第 24 个年头。风风雨雨
让她深信，只会“一招鲜”已并不明智，应该多备几招。两年
前，这位“美厨娘”开始化身“美女主播”。今年 3 月停止堂食
后，她的朋友圈就“爆发”：最多一天发了16条“广告”，时间跨
度从零时发到 22 时 22 分。她对每条视频的质量严格把关，
而且时长也不超过10秒，“拍的都是值得推荐的好货。”

辛苦付出终有所得。在同行基本没有收入的那段时间，
陈娜每个月还有两三万元营业额，“基本覆盖人工成本，可以
把夜排档继续开下去。”陈娜说。

如何利用外卖、预制菜等培养线上客流，已成为餐饮从业
者寻找增量的“必修课”。6 月 10 日，在中国饭店协会主办的

“2022 中国餐饮数字化产业纾困峰会”上，多位业内人士建
议，餐饮企业要积极拓展线上外卖、远程点餐到店自提、线上
商城售卖预制菜等措施。

当然，也有一些餐饮业主反映，线上的路并不好走。来自
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在线外卖收
入占餐饮业收入总额的 21.4%。但仅靠这两成的收入，显然
解决不了餐饮业面临的难题。尤其是对烧烤、火锅这类追求
食用场景，以及不少讲究菜品新鲜度的店主而言，外卖更是一
种权宜之计，练好“线下功夫”才是他们集中寻找增量的方向。

走进今年 4 月新开的杭州夜宵烧烤店“油闹闹”，记者并
没有看到烧烤店常见的烟熏火燎，这里颇为“另类”：墙上画着
二次元漫画，大堂中间有一个6屏拼接的超大屏，正在播放一
场电竞赛⋯⋯有网友惊呼：“烧烤店还能这么干净？”

“环境干净、食材干净是我们的新卖点。我们希望以此加
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互动。”“油闹闹”老板来翎，标准的
90 后，直言“网络那一套熟得飞起”，但不会轻易做外卖。她
专注线下体验，偶尔借线上吸引人气。这并不是年轻经营者
的任性而为，嗅觉灵敏的他们已在发掘新的商机：餐饮刚性需
求不会随着疫情而改变，改变的是围绕吃的场景。如今，很多
人渴望重启线下社交，小范围聚餐、与短途游相匹配的“短途
食”，正在燃起城市新的烟火气。

早晚之际、方寸之间，人们正在发现小餐饮业暗藏的变量
与机遇。

寻找增量
小餐饮业暗藏机遇
寻找增量
小餐饮业暗藏机遇

夜色越深，位于台州市区康平路上的“鞑
子烤羊腿”越是忙碌。“端午小长假几乎天天
满座，这几天恢复到正常营业的八九成了。”
店主郑伟俊笑着说，主要是政府发消费券的

“功劳”。
两百公里外的金华，金磐初九牛杂面馆

即将打烊。一盘算，今天又有百余名食客是
被消费券吸引而来。眼下，金华有营业执照
且正常营业的实体店都可报名参加全市的消
费券活动。消费优惠分满 100 减 50、40 减
20、20减10三档，优惠的金额由政府补贴。

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餐饮业经营户对
消费券的渴望，远超对其他政策的期盼。消
费的恢复对他们而言才是长远之计。

不过，相比去年、前年，今年各地直接针
对餐饮的消费券并不多。比如，5 月 19 日中
国旅游日当天，台州市级层面发放首批 200
万元，主要支持旅游线路产品。天台有“吃一
餐饭补 100”，但也是和“住一晚补 100、每月
发放100万元”的旅游消费券整合在一起。

在“早晚江湖”沉浮多年的经营户们倒是
看得透彻：餐饮和旅游，就是一种“大河涨水
小河满”的关系。一如在景宁开粉皮店的吴
卫芬所言：游客来了，还怕没人来消费吗？

近日，台州、舟山、丽水等地陆续开启本
地人游本地活动，本意就在于通过文旅惠民
活动带动市域内的文旅消费。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在如今地方财政不断
承压的前提下，如何把政策的“柴火”添准、添
好、烧旺，非常关键。连锁餐饮等大企业，其现
金流充足、新品类开发能力强、品牌渠道优势
大，但在员工社保支出等方面压力较大。数十
万家遍布浙江各地的“小餐饮”，大多面临现金
流紧张、品类相对单一、自身抗风险能力较低
等难题，期待更多更精准的帮扶政策。

不少店主享受到了减费、减税、减租等政
策的“真金白银”——

陈娜的夜排档归属普陀区沈家门海鲜夜
排档管理服务中心管理，店面每个月6000元
的租金，管理方已经一口气为她减免了3个月。

来翎的“油闹闹”开业不久，就享受到免
征增值税。因为赶上了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扶持个体工商户纾困发展的若干意
见》。《意见》明确规定：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的个体工商户，月销售额15万元（含本数）
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这项《意见》，是浙江首
个针对个体工商户的纾困政策，它从降低经
营成本、给予专项补贴、强化金融帮扶、优化
营商环境等四个方面制定了25条具体举措。

政策有“减法”也有“加法”。
杭州西湖区日前启动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信用融资破难专项行动，通过浙江小微增
信服务平台的“智评模型”，综合信用、经营等
情况，筛选形成“白名单”。“白名单”内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通过浙里办等通道“一
站式”融资。

“这真解了我们燃眉之急。”宏根小吃店负
责人说。受疫情影响，该店虽能勉强维持经
营，但每月成本开支大、资金紧张；眼看游客多
起来，不适当增加采购，又容易错失良机。西
湖区的这一做法，让店里获得贷款54万元。

截至 6 月 15 日，该行动已推送“白名单”
数近 6 万家，提供首贷 20 笔，涉及资金 3769
万元。

这两天，台州不少经营户则在忙着申办
一份新型保险——食品安全“无忧系列”商业
险。买了该保险，店面如因疫情停业，即可获
赔。小型餐饮店一年保费 198 元，最高可赔
15万元。

这是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等联
合推出的一项针对餐饮、进口冷链、进口水果
等行业的纾困解难行动。路桥等地还将购买
该险种纳入纾困政策，政府补贴保费的70%，
保险公司补贴 15%。经营户投保时，仅需缴
纳保费的15%即可。路桥鹤城烤肉餐饮店负
责人小庞高兴地说：“花了不到30元，可以保
一年。”目前，台州已有 495 家企业投保该险
种，其中餐饮业158家，保额达7770万元。

趁着政策暖风，小餐饮业主们希望赶在
消费全面复苏前做好准备。

政策“点火”
精准帮扶助长“火势”

景宁近年来着力打造畲乡小吃统一品牌。 受访者供图

延伸阅读

兰溪网红“打卡点”游埠早茶街。 拍友 王萍 摄

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
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
见》，提出了 20 项重点举措。比如，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对零售、餐饮等行业企业免费
开展员工定期核酸检测，对企业防疫、消杀
支出给予补贴支持。落实好餐饮、零售、旅
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
困扶持措施。随后，各地纷纷跟进。

深圳 5 月 23 日，《深圳市关于促进消
费持续恢复的若干措施》发布，有 9 大方面
30 条措施。其中一项是新增 1000 万元“有
奖发票”资金，围绕零售、餐饮、文旅、住宿、
体育等领域，在全市范围内根据发票金额
开展“有奖发票”活动，活动期限从5月1日
起至年底。

江苏 5月28日开始，江苏全省启动为
期 4 个月的促消费系列活动。江苏将统筹

区域特色和节庆特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餐饮促销活动、文旅促消费活动，助
推文旅消费加快复苏。

上海 5 月 29 日，《上海市加快经济恢
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发布。《行动方案》共
包括 8 个方面、50 条政策措施，涉及助企
纾困、复工复产等“四大板块”，涵盖社保
缓缴、退税补贴、减免房租等多项政策举
措。

河南 6 月 20 日，河南省商务厅印发
《河南省商贸流通领域第一批促消费活动
计划》，河南各地将举办 100 余场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促消费活动。其中，省级层
面计划举办29场活动，包括2022黄河文化
直播节暨 10 万主播英才计划等。在省辖
市和示范区层面，计划举办76场活动。

（据中国政府网及各地政府官网）

共同努力，促进消费恢复

夜晚，景宁畲乡小吃街热闹起来。 拍友 马宏杰 摄

绍兴市上虞区风情街夜市近日重启。风情街夜市共设有 209 个展位，集中展示展销传统特色
小吃、文创产品、农副产品等。 本报记者 郑培庚 摄

绍兴市上虞区风情街夜市近日重启。风情街夜市共设有 209 个展位，集中展示展销传统特色
小吃、文创产品、农副产品等。 本报记者 郑培庚 摄

杭州夜宵烧烤店“油闹闹”里一派热闹景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