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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更多中老年人

加入生鲜线上购

■阅读提示

4月中旬，我省各地菜市场正在恢复往日的热闹。

菜市场的商户们大多数以零售为主，批发为辅。其中，有不少商

户还向饭店供应蔬菜、肉类。在复商复市中，商户们做好疫情防控同

时，通过积极调整对策，销量和收入逐步上升，进货量逐渐增大。

□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生鲜市场生鲜市场：：暖意回归暖意回归，，创新上路创新上路

受疫情影响，扫码出行、社
区团购、线上支付等一系列需要
通过互联网完成的“衣食住
行”，吸引一大批中老年人加入
了网购群体。

“我觉得中老年人还是很想
用外卖平台订购生鲜的。”住在
华药三区的小李说，“上次我在
小区门口取生鲜外卖时，被同小
区的大叔大妈询问订购App的名
字，还让我重复了两遍，他们要
回家下载App，尝试网络订菜。”

相比较自行下载App、注册
账号登录购买的方式来说，微信
群里的社区团购最先被中老年人
接受。

“亲人们，今天新鲜的西红
柿3块钱一斤，五斤起卖，大家
开始接龙。”4月21日上午，张
女士在小区团购群里发出信息。

“这是小区业主群，大家都是前
后楼的邻居。刚开始接龙的时
候，买的人并不多。后来先购买
的邻居反馈不错，蔬菜水果都十
分新鲜，每日接龙便热闹了起
来。”

中老年人对生鲜质量很在
意，而且对价格也更敏感。

记者调查发现，在去年外卖
平台辐射范围内没有连锁超市的
居民小区，今年已经可以覆盖
1—2 家连锁超市。配送距离在
增加，配送费合理，增加了对中

老年人群的吸引力。
目前看，各地大部分生

鲜超市，均进驻了外卖平
台。2月5日，家乐福“1
小时达”接入“苏宁易
购”App，距门店 3 公
里内的用户下单可享1
小时极速送达。在石家
庄，可以通过美团、饿
了么、京东到家多个平
台订购家附近的北国超

市、永辉超市的产品，不同
门店价格统一，折扣统一。

疫情期间，原来的外卖平台
积极将生鲜配送作为新卖点，饿
了么和口碑疫情期间有 10万家
新增门店。京东到家等原有电商
平台也吸纳更多的商超入驻，提
供更丰富的即时配送服务。

除了社区团购、外卖平台可
以订购生鲜外，生鲜电商平台也
越来越多。

疫情防控以来，每日优鲜的
中老年用户出现大幅增长，相对
应的蔬菜、肉禽蛋食材销售也增
长加快。如果能服务好中老年顾
客，那么，这意味着复购率可能
会持续提升，流量成本会下降，
因为中老年人是买菜主力人群，
食材则是刚需高频品类。

疫情环境下，中老年客群很
多都有了线上消费习惯。疫情之
后，是否还能留得住中老年客
群，还需要电商平台进一步研究
这部分人群的消费习惯和使用习
惯，采取提升服务质量，保证产
品品质，完善配送等一系列
措施。

文/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

买卖都有了新规矩

积极寻找销售新模式
怀特综合市场蔬菜种类丰怀特综合市场蔬菜种类丰

富富，，应季蔬菜供应充足应季蔬菜供应充足。。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赵泽众摄

44月月 1616日下午四点日下午四点，，石家石家
庄市东亚市场开始热闹起来庄市东亚市场开始热闹起来，，
居民在选购蔬菜居民在选购蔬菜。。

河北日报记者河北日报记者 赵泽众摄赵泽众摄

2月18日，
石家庄市新苑
小区菜市场的
售货员在为市
民交付购买的
货物。该菜市
场推出“不接
触购物”“门外
点购商品”等
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田瑞夫摄

4 月 17 日，住在石家庄市长安
区幸福公馆的张大爷，乐呵呵地拎
着两个烤鸡腿往家走。

张大爷告诉记者，家门口的副
食店正常开门已经有些天了，想吃
什么随时下楼就能买到。

“两个月前，买菜买副食还真是
有点费劲。”张大爷回忆说，往常小
区附近街道两旁，有十来家蔬菜
店、水果店、副食店，想吃什么想
做什么，一下楼就能买到。可是二
月份时店面也都关着。去大超市要
坐公交车，公交班次又减少了，左
等右等都不来。“多亏小区门口监测
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片区内西
北角有一家生鲜小超市开着门。”

小超市，在疫情防控方面保不
保险啊？张大爷说头一回去买菜的
时候，心里一路“敲着小鼓”。直
到到了超市门口，他的心才放了下
来——

原来，超市只允许十人同时购
物，并在门口发放一次性手套。出
来一位顾客再放进去一位，超市内
的顾客人数始终不超过十人。

3月份买菜，张大爷又看到了不
一样的光景，街道两旁的商铺开门
营业了。与以往不同的是，每家商
铺门口两米外拉了一条警戒线。在
警戒线一旁，有防控人员监督，任
何顾客只能在线外购买，由店家称
重打包好后，把商品送到顾客手里。

“不进店，店主送出来的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员聚集，虽然
沟通起来有点费劲，但是非常时期
还是谨慎点好。”张大爷说，“买菜
卖菜都有了新规矩。”

4 月 16 日，在石家庄市裕华区
怀特综合市场入口处，工作人员正
在给顾客测量体温，并指导顾客手
机扫码登记。

“我们从正月初七就开门了。为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的生活必需品供
应，市场管理部门启动了应急管理
预案，进行封闭管理，对所有进出
的人员，进行体温测量，信息登
记，工作人员每天上午、下午分四
次进行消毒。”怀特综合市场经理王

冰说，“我们这个市场有较好的通风
条件，蔬菜区贯穿市场南北两侧，
通透，没有密闭空间。”

王冰告诉记者，对商户的要求
更为严格。“商户每天早晨批发来的
蔬菜都有凭证，市场的工作人员会
逐一核实，实物和凭证信息必须一
致。”

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市场，外
地车辆进出频繁，疫情期间，也有
了不少“新规矩”。

“市场的东西入口处均设有测温
消杀点，对司机测温，对货车消
毒。”石家庄桥西蔬菜批发市场蔬菜
区经理张立辉说，“每天进出市场的
车辆来自省会及邢台、衡水、保定

等多个城市。车辆排队消杀、人员
测温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每天工
作人员上午、下午分别对市场内路
面、公共场地进行消杀，这些措施
现在依旧在实施。”

不 仅 商 户 、 顾 客 进 入 市 场 严
格，菜品进入市场也有“码”可循。

“有了二维码溯源系统，所有
蔬果安全性都有了保证。”住在华
药三区的小李说，他在东亚市场
买菜时，发现摊位右下角都张贴
着溯源码。用手机扫描摊位二维
码就能了解蔬果种植、加工、包
装、检测、运输等关键环节的信
息，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
可追。

不同于居民小区附近的菜市场，
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的金碧由由水
鲜城，虽然也做零售，但主要客户是
餐饮行业，主打为餐饮行业提供一站
式购物服务。

水鲜城内的产品种类十分丰富，
不仅有鲜活的水产品、海鲜类的冷冻
产品、蔬菜肉禽产品，还有西餐烘焙
原料、调料，以及餐具、围裙等餐饮业
周边产品。

金碧由由水鲜城部门经理告诉
记者，水鲜城内丰富的产品吸引着石
家庄市各大饭店采购员来这进货。
但就目前来说，大批的、大宗的需求
还是弱的。餐饮行业的客流量还是
处于低位，整个市场供过于求。

“现在店里零售的客人多了起
来，但是每天的流水和往常没法比。”
水鲜城内一家西餐烘焙原料供应商
说，“我们的主要客户还是饭店，现在

饭店的订购量小了，对我们的收入影
响比较大。”

该供应商告诉记者，他们与一些
饭店都是十几年的合作伙伴，有的是
按季度结账，有的是年终结账。因
此，饭店受疫情影响，年前囤的货大
部分又退回给供应商。“人家没有结
账，这个货等于还是我们的。”

参照往年的销售情况，除了鲜活
水产品的商家外，其他商家们在年前

会或多或少地囤点货。受疫情影响，
年后销量陡降，必然会导致一些损
失。“销售过期食品是违法的，对于过
期的产品，我们只能扔掉销毁。”供应
商无奈地说。

店铺的货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
的烘焙原料，大多数都是大分量的产
品。

疫情期间，西餐烘焙在网络上十
分流行，也带动了一部分消费者愿意
购买半成品，回家简单烘焙就有一顿
美味的西餐。“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
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销售。”该供应商
说，“但是，网络销售平台针对的客户
都是家庭客户，购买多以小分量产品
为主。就拿意面来说，一般一家买一
斤装的意面就够吃了。但是我们的
意面都是三斤装五斤装的，再加上厂
家也刚开始准备生产小分量的产品，
产量跟不上销售，进货也因此受影
响。”

“等着回暖的过程既有期待又有
煎熬，得益于抖音、快手等网络视频
平台，来店购买的零售客户多了起
来。”有供应商说，“这是一个好现象，
虽然销量不比大宗购物，但是每天都
有钱进账，卖一点就能有收入。”

疫情防控期间，很多消费者都开
启了在家做饭的生活模式，不仅西餐
烘焙受欢迎，方便快捷的冷冻食品也

受到欢迎。
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冷冻食

品销量大增，以包子、饺子为代表的
冷冻面点，以牛肉丸、虾滑为代表的
各类冷冻丸滑制品销量明显上升。

这一现象对于金碧由由水鲜市
场的一些水产品冻品店老板，仍是喜
忧参半。

一位冻品店老板告诉记者，他们
的主要客户是饭店，目前销量还没有
恢复上来。“4 月份是冻品生意的淡
季，往年淡季能做到不赔钱，收支平
衡。现在是每天都在赔钱，店铺、冷
库、员工的费用，一天支出 1000 块
钱。”该老板说，“以前店里三个员工，
从早上 6 点半开门到下午，都在忙着
搬货、送货。现在就我自己，早上7点
来了就在店里坐着。”

但是各大网络平台上，以家庭为
主的零售客户对冻品购买力增加了，
又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冻品线上销售，发货是最重要
的问题。”冻品店老板说，随着天气逐
渐变暖，冻品需要冷链运输。“冷链发
货的成本太高，如果发货量小，还是
亏本。”

也有冷冻店老板正准备开通石
家庄的网络零售市场。因为冷库就
在石家庄，发货送货比较方便，也能
保证质量。

“有花生、毛豆吗？”4 月 16 日下
午，市民马女士在石家庄市裕华区怀
特综合市场摊位前询问商户。

“有，今天早晨进的，来几斤呀?”
怀特综合市场B区3排4-7老板李明
魏回答。

“这些天，蔬菜水果种类已经很
丰富了。”刚从市场采购出来的马女
士说，她住在附近小区，“前一阵为了
少出门，买菜和水果一买一大堆，什
么耐放买什么。现在可以天天来，一
次少买点，每顿吃新鲜的。”

李明魏告诉记者，像马女士这样
开始询问时令菜的顾客越来越多，他
们也会根据顾客需求，适时增加时令
菜的进货量。

李明魏的摊位在市场内算是比
较大的，共摆放着 50 多种蔬菜，蔬菜
上方悬挂着收款码，摊位北边的柱子
上挂着经营牌照。

“不但蔬菜品种多了，量也上来
了。”李明魏说，2 月初市场刚开门的
时候，他们进货的量比以往少一半。

“一方面是批发市场菜的种类少，另
一方面考虑到人流量会大量减少，为
了保证新鲜，宁可每天少进点，也不
能卖隔天菜。”

顾客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2 月
份一整月，卖的都是土豆、萝卜、白菜
等储存周期长的蔬菜，叶菜类的销量
减少。

李明魏告诉记者，那时候顾客买
完菜就走，不多停留一分钟。菜的品
种少，销售方式就必须跟着变。“主要
靠薄利多销，把生意撑住再说。”比方
说很多年轻人来买菜，会给自家老人
也买上，一买就是一满筐。

商户们说，菜市场的难日子延续
时间并不长。“虽说一开始收入不比
往日，但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回升。”商
户们说，随着天气逐步回暖，蔬菜的
主要供应地又北移到山东、河南、河
北、江苏一带，冷棚蔬菜集中上市，

“蔬菜品种多了，量也上去了。现在
零售已经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居民小区的终端市场销量在
涨，作为源头的蔬菜批发市场，又是
怎样的光景呢？

“市场几乎没有闭过市。2月初，
每天就有一辆运有 15 吨左右蔬菜的
大挂车到店。”4月 22日，石家庄桥西
蔬菜批发市场商户绿丰园特菜经营
部经理李志鹏说，“2、3月份市场内的
蔬菜都是从云南运过来，以往高速必

经湖北。疫情期间车辆绕行，途经重
庆、四川、河南，最后到河北石家庄。”

李志鹏告诉记者，绿丰园特菜经
营部主要销售芥蓝、上海青油菜、罗
马生菜等叶菜，客户大部分来自石家
庄周边县市。“2、3月份饭店和食堂没
有开门，销量也因此减少了一些。”李
志鹏说，“现在 4月底了，开始逐步有
饭店来进货了。”

受疫情影响，绿丰园特菜经营部
人力成本增加了30%左右。以往蔬菜
都是与当地联系好，发物流回来。疫
情期间当地车辆不好找，李志鹏直接
派了两辆空车到云南，运回蔬菜。

“1 月 26 日（正月初二），石家庄
桥西蔬菜批发市场就开始组织商户
采购货源，大部分商户恢复了经营状
态，当时蔬菜、果品日上市量在 2800
吨左右。”张立辉说，目前，蔬菜、果品
日上市量在4600吨左右，已经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

蔬菜，只是生鲜市场的一个侧
面。

距离李明魏摊位不远处的老韩
肉店，有两三个顾客正在挑选肉产
品，老板韩春辉正忙着过秤。

韩春辉销售的是生鲜肉食，平时

一天销量在80公斤左右。
下午 3 时许，韩春辉冷藏柜里的

肉只剩 20 来公斤了。“等到五点钟左
右，下班的顾客来买点，这肉就卖完
了。”韩春辉告诉记者，他忙碌的时间
和往日一样固定了：一般在上午10点
半开始，陆陆续续就有顾客来买肉，
一直忙到下午 1 点左右；下午主要是
五六点钟，忙两个小时。

“现在来买肉的都是老顾客，他
们说前一段时间吃冷冻肉多，现在还
是愿意买点生鲜肉。”韩春辉说，市场
刚恢复营业的时候，店里每天的销量
仅能达到45公斤，只有平时的一半多
一点，现在则已恢复到每天60公斤左
右。每天进的肉都能卖完。

菜市场不只为附近居民提供着
日常所需，同时也为石家庄市区大
大小小的饭店供货。

“早晨 7 点到 9 点我老公和
我公公负责给饭店客户送货，
饭店闭餐后，后厨会盘点菜
品，列出清单给我们发过来。”
李明魏说，“第二天一早，采购
完就给饭店送去。现在饭店
开业了，订购量也在一点点回
升。”

李明魏告诉记者，饭店三月份刚
开始复工时，主要以外卖为主，定菜
量较往日相比，下降了很多。“平时一
周能定15公斤的大白菜，三月份的时
候一周只订购了 6公斤。”李明魏说，

“现在四月份了，订购量逐步趋平，进
货的面包车一天比一天‘沉’了。”

“年前我们多准备的菜，2月份的
时候都低价卖给附近小区居民了。”
石家庄市裕华万达广场三楼的峨嵋
小镇店长马建说，“现在随着客流量
的增加，蔬菜订购量逐日递增。配合
着店铺推出新菜品，订购的种类也有
所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