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停产、提前复工、按量生产、承诺不涨价、门店

照常营业，这是北京老字号企业在疫情以来每天的

营运常态。它们还顶着疫情的压力向一线医护工作

者捐赠必需品。与电商、互联网企业相比，北京的老

字号企业为“中小”企业，在战“疫”前线不退缩；与北

京市民相伴百年的老字号，在疫情期间依然守在他

们的身边。北京稻香村、吴裕泰、菜百等布局连锁零

售网络的老字号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坚持经

营不打烊，给北京消费者带去便利。

面对困难，老字号企业必须思索转型升级的

可能性。不少品牌频出新招，愈加注重发展线上销

售渠道，加码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无论是微商城、

还是外卖平台逐渐成为老字号在疫情期间的核心

销售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淘宝直播平台也成为老字号的新

竞技场。主播与设计师

上阵为线上消费者讲

述品牌故事，推出特价

商品。一场疫情，没有

让北京老字号降收，而

是化危为机，带来营销

方式的升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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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深航一首歌的时间 听听抗疫中的“那些事”

艺术源于生活，每一位一线员工

都是写作的素材。谈到创作灵感时，

苏炜表示，他的这首歌，是专门写给

抗疫一线的民航工作者们。“疫情发

生以来，很多员工始终坚守岗位，在

这个过程中的未知也很多，除了对未

知病毒的恐惧，机组人员还有可能会

接触疑似病患，前往高危疫区；且初

期的时候信息还有些不对称，行业除

了防疫，还要保证关键时刻的输出。

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的坚持和坚强，

给了我很多力量。”

对苏炜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乘务

员的镇定。据介绍，今年2月，曾有深航

北分的乘务员接触到疑似患者，需到

指定地点进行隔离。“我跟10名机组人

员都通了电话，其中不少乘务员是‘90

后’的小姑娘，在我看来她们还都是些

天真烂漫的孩子。但那个时候，她们反

过来安慰我，说一定配合防疫工作，也

时刻准备回岗位继续工作。”

苏炜回忆，初期机组隔离的地点

是顺义的一家集中隔离酒店，“怕传播

病毒，屋内不能开中央空调，乘务员就

在水瓶里灌热水抱着睡。半夜12点隔

离期满的时候，我去酒店接人，一边出

酒店，我就一边想，怎样将这些事情记

录下来，也就有了这首歌。从写词到谱

曲，总共花了不到15分钟，因为这段时

间的经历就印在了脑子里”。

说到感受，赵爽也直言，“上飞机

前说不怕是假的，不光自己，家里人也

都很紧张，但真正走进舱门，对我来说

这就是一份正常工作，也是这次的经

历，让我对乘务员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为这份工作感到骄傲”。

除了歌曲创作外，在战“疫”的过

程中，深航北分还做了不少工作。

苏炜表示，疫情发生后的首要任

务就是跟进相关政策，为旅客办理退

票的工作，“深航不仅第一时间在多个

渠道发布客服电话，还增加了内部抽

检的密度，发现有电话等待时间过长

等问题，紧急安排了技术人员进行优

化，尽量在第一时间为顾客提供服

务”。他进一步介绍，由于旅客购票渠

道不同，也造成了一些协调上的问题，

“因此优化对接渠道，提高沟通效率。

也成为我们未来要增强的的方向”。

另外，餐食方面，苏炜表示，为减

少接触，机上餐食已由餐盘热食变为

了简易餐食。同时，一旦飞机上出现

疑似患者，也会立即更换机上空气过

滤设备。“过滤设备以往的更换周期

大概在半年左右，但特殊时期企业必

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除了外

防内控，深航在物资运输方面也作出

了贡献。据了解，在获悉武汉急缺物

资后，深航第一时间发布了联系电

话、提出免费运输防疫物资，并陆续

接到了相应的需求电话，其中包括昆

明、南京等地的医疗团队运送，以及

相关的物资运输。

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中，交通运

输成为了“先行官”。据悉，在疫情期

间，深航北分进出港航班减少了1/3，

目前正逐步增加每日航班量，值班人

员会每日确认次日航班计划，并对其

他部门作出提醒。据了解，复工复产

后，各行业出现不少包机需求，而航司

作为社会型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

义务。截至3月15日，深航确定执行复

工包机航班7个架次，运送旅客人数

1031人；复工团航班29个架次，运送旅

客人数1826人。

谈到下一步的发展计划，苏炜表

示，深航作为第五家进入北京的基地

公司，在北京市场已耕耘了11年。“未

来2-3年将是深航的一个机遇期，我们

会根据手中资源情况，尽可能增多一

些航线。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从北京

出发的转机次数，争取扩充通航点。”

图片及视频来源：深航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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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粮液战“疫”： 满负荷抢生产 经济战线作贡献
这是五粮液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战斗场

景———近万名员工戴着口罩，在制曲、酿酒、勾

调、包装等生产线上，鼓足干劲，挥洒汗水辛勤

劳作……

面对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役，集团既要确

保员工身体健康安全，又要加速复工复产，全

面完成全年生产经营目标任务。这是“后方”，

也是“前方”。虽然五粮液人不能像医护人员那

样到一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但却第一时间复

工复产，在经济战线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快时间复产
助力经济战线战“疫”

2020年伊始，面对新冠肺炎这场战“疫”，

面对这场大考，五粮液人戮力同心，沉着应对。

疫情发生初期，五粮液第一时间向武汉

市慈善总会捐出首笔3000万元资金，拉开湖

北省外酒企捐助序幕。同时，还积极组织了一

批医用酒精、医用口罩等应急物资支援一线

抗疫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捐款9200万元支

援战“疫”。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五粮液积极

响应国家疫情防控与复工生产“两手抓”“两

不误”的号召，2月3日后，企业各板块陆续复

工；2月10日，企业全面有序复工；2月13日，酿

酒生产全面实现满负荷生产，带动玻璃、印

刷、塑胶瓶盖等配套产业100%复工复产。

五粮液集团多次召开会议，周密部署复工

复产工作。五粮液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曙光，集团公司总经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曾

从钦分别带队检查复工复产工作，要求各单位

复工复产必须做到“五到位”，即防控机制到

位、人员管控到位、物资保障到位、消毒管理到

位、宣传引导到位。

李曙光提出，要坚持年初总体发展目标不

动摇，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发展，在坚持“稳中

求进，一管控三强化”工作方针的基础上，进一

步突出加强计划、渠道、结构“三个优化”，加快

机制、团队、数字化“三个转型”，推动全年生产

经营完成预期目标。同时，号召员工以“功成不

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境界，把各项事业推

向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和发展新局面。

五粮液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复工复产，拉开

了在经济战线战“疫”的序幕。白酒主业生产

上，着力推动车间满负荷生产；主业营销上，推

进数字化新零售模式营销，满足消费方式新变

化；多元产业上，抢抓订单，推动生产经营正常

化；重大项目上，加快既利当前又奠基长远的

在建新建项目复工开工……

“后方”也是“前方”
满负荷生产多作贡献

502车间技术人员李朝君和同事们一直没

来得及休息，悉心呵护培育那些“看不见的酿

酒工人”。李朝君说：“全国几万名医护人员勇

敢地奔赴武汉抗疫，我们虽然不能像医生护士

那样去一线抗疫，但却可以做好本职工作，在

本职岗位上多作贡献。”

在单体酿造车间———五粮液523车间里，

组长袁世华正带领17名组员忙着酿酒，起糟、

拌粮、上甑、蒸酒、摘酒、摊晾、加曲、入窖……

每一个酿酒工人都在自己的工序上铆足劲儿

干。复工这段时间，五粮液的产酒率比往年提

高了。

梁武群是508包装车间的一名班长，这是

她进厂工作以来，感觉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

“由于疫情影响，积压了很多任务。目前车间在

做好防疫工作、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赶进

度。现在每隔一天就会加一天班，争分夺秒将

积压的任务抢回来。”

五粮液人相信，摘下口罩的那一天迟早会

到来，五粮液美酒将致敬每一个在“前方”“后

方”奋战的英雄，致敬磅礴的中国力量。

突然暴发的疫情给餐饮行业造成了意想不到的

重创。餐饮企业损失了近九成的营业收入，同时承受

着人力成本、房租等大量固定支出以及原辅料带来

的巨大损失，现金流成为集体面临的最大问题。

据中国饭店协会调研显示，疫情期间在餐企面

临的最大困难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人力成本压力、

营收大幅减少、门店租金压力。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

的《2019中国餐饮行业报告》显示，行业平均人力成

本和租金成本占餐企营收32.67%，行业平均原材料

成本占营收的41.31%。调研显示流动资金能够撑到

3个月以上的餐企寥寥无几，仅占比9%；现金流能够

支撑1-2个月的餐企占比31%；27%的餐企表示已经

无法继续支撑。

不过，进入3月以来，行业情况也开始发生好转。

根据“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原则，餐饮企业按照外

卖、团餐、堂食、包间等有序复工。一些低风险地区的

餐饮堂食企业逐步在复工。

其中，大型连锁餐饮企业的复工率近60%，要

远高于平均值。目前行业复工比率较低。在未复市

的原因中，政策不允许位居榜首，占比25%。其次是

认为消费市场尚未恢复占比20%，安全责任大占比

19%，缺乏足够的防护物资占比12%，复市审批难

占比8%，食材供应不足占比5%。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开始通过各种

方式展开自救，在逆势中发掘企业自身可发挥的优

势，并从中发现新的

商机。在此期间，北京

的优秀品牌不忘在应

对过程中反思行业发

展模式，对疫情后的

创新路径进行了大胆

试验。

餐饮篇

遭遇重创“花样”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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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滞销、消费需求被抑制……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了零售行业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

生产商、品牌商、供应商，到平台商家、线下零售门店

等，零售业全产业链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些商家、

厂商甚至走到了倒闭的边缘。

电商企业快速打通商流，解决商品滞销问题，逐

渐盘活全产业链。多方努力之下，更多用户逐渐采取

和接受线上购物，很多上下游企业也更加重视互联

网渠道，甚至是全渠道布局。

回溯过去数月，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中国多个行

业都是一次考验，对零售行业而言更是大考。触角伸

到制造领域的电商企业，更有能力摸清行业规律。电

商将带货能力极强的直播功能无偿开放给商家的同

时，也及时把握住了这波商家进驻的浪潮。

面对生产迟缓、物流不畅等一系列问题，电商企

业凭借智能供应链、数字化手段等一系列核心能力，

从保障商品正常供应、稳定物价到高效的物流配送，

再到重点防疫物资的输送，在保障整个社会的正常

运作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凸显了电商企业商业模

式的价值所在。

以智能供应链和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基础设施，

不仅成为电商抗疫作战的核心能力，也帮助大量企业

跨越疫情阻隔，实现“逆生长”。电商企业凭借技术、供

应链和物流打造出的

新一代基础设施，未来

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引领并推动中

国零售行业未来的发

展，助力中国经济高质

量增长。

电商篇

滞销到爆款 打通小微企业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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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篇

连锁店遇困 外卖微商城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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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记者 王晓然 赵述评 郭诗卉 谢佳婷 刘卓澜 陈韵哲 郭缤璐 赵驰 何倩

“上机前其实也是怕的， 系好制服的最后一粒纽扣，
就忘了怕。”隔着电脑屏幕，有恰到好处的弧度蔓延过嘴
角唇边， 漾在深圳航空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深航北
分”）客舱服务部分队长赵爽弯弯的眼睫上。正是这些“深
航女孩” 会笑的眼睛， 给了疫情下每一位乘客安定的力
量，也给深航北分党总支书记、总经理苏炜带来了创作的
灵感，通过《微笑的眼睛》这首歌，为特殊时期的民航一线
员工带来鼓舞。 苏炜觉得， 与其说这首歌是一个音乐作
品，他更愿意称它为一个故事，一个讲述抗疫时期每一位
乘务人员简单却不平凡的一线抗疫故事。

餐企遇到的前三大困难 花样翻新的经营模式

北京商业 春分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