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 北京商业依旧灯火通明。2月1日，在

北京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

发言人徐和建表示，鼓励引导商家线上线下“春节不

打烊”。切实做好城市运行保障，满足市民群众日常生

活需求。

为此，商场、超市、物流、电商等业态早早动身，调

动各方资源储备年货。 商场在有节奏地规划营业时

间， 确保春节期间也能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购物氛

围；超市疏通进货渠道，与线上配送实现联动；物流与

电商则珠联璧合， 物流不断档地承接着电商订单，提

早制订网店值班计划。

餐企节前集中爆发招工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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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不打烊”京城商业准备就绪

叫板海底捞 小放牛“拼”服务胜算几何

商经

商场：启动定时达服务

即便是远郊、近郊都不便出行，京城里不

打烊的各大商场也能成为消费者春节期间的

好去处。北京商报记者连日来走访发现，虽然

商场在营业时间上发生了改变，但仍然能够

满足消费者的到场需求。

今年春节期间，多家商场缩短了营业时

间。其中，北京朝阳合生汇在2月11日从上午

10点营业至下午6点，2月12日从上午12点营

业至晚上10点，其余日期的营业时间保持以

往的早10点至晚10点；北京木樨园合生广场

在2月11日营业时间缩短至下午2点，2月12日

和2月13日从上午12点营业至晚上8点，2月

14日从早上10点营业至晚上9点半。

营业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缩短，但

体验服务、年货筹备不断档。合生商业相关负

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北京朝阳合生汇

在春节期间举办了一系列体验活动，如消费

者可以参与抽奖活动，以及付费会员会有专

属品牌折扣和体验活动；北京木樨园合生广

场会在餐饮、儿童、运动等业态进行消费返券

活动。同时，侨福芳草地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2021年春节期间，侨福芳草地会将中国传统

新年的文化融入侨福芳草地中庭，增强到场

消费者的视觉美感。

除了线下不打烊之外，商场的线上渠道

和定时达也陆续推出。北京商报记者从银泰

百货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为了响应就地过

年倡议，今年春节期间，全国35城65家银泰百

货照常营业。消费者可以通过喵街App下单，

全国近八成门店可享定时达服务，最快1小时

送达，银泰百货还重点加强了节日相关的礼

盒类商品组织与准备，方便用户给家人准备

拜年礼。

超市：生活必需品不脱销

一说起商业不打烊，商超当然是重头戏。

据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北

京家乐福实行线上线下“春节不打烊”服务。

家乐福畅通进货渠道，储备物资，开展打折促

销活动，从采购端、配送端、市场投放端全链

条入手保障“菜篮子”平稳供应。

徐和建在发布会上强调，加强生活物资

保障，抓好冷链食品监管等食品安全工作，确

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

除了实体门店的商品供应之外，考虑到

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线上下单的需求，不少

商超也在不断拓展线上以及到家配送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了响应“2021年全国

网上年货节”的号召，北京物美联合多点

Dmall于1月21日-24日启动首场线上线下全

渠道的春节促销。在活动期间，物美全面放开

线上商品，并且在多点App的品项数增加了

一倍。

另外，针对年轻一族对到家配送的刚性

需求，华冠超市在百货线上商城、超市京东到

家、淘鲜达、美团、饿了么、社区拼团配送等多

个业务模块开展减免的优惠活动，倡导顾客

通过线上下单的形式，减少聚集风险。

此外，北京苏宁启动“我在北京过年”主

题活动，从促销活动、物流保障到不打烊服

务，为选择“在京过年”一族提供全方位的生

活保障和便利服务。据介绍，为保障“在京过

年”一族的年货供应，北京苏宁物流也以全方

位的防疫措施，为用户提供与平日无差别的

物流配送服务。同时，3C、生鲜、家电、海外潮

品的送货上门服务将在防疫安全前提下重点

保障。

电商：提供手机问诊买药

临近春节，线上消费迎来上扬。北京商报

记者在走访朝阳区部分菜鸟驿站时看到，目

前末端市场的包裹量有增无减。一位菜鸟驿

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年前很多消费者

囤年货，重货较多，所以分拣和存储压力有所

上升。

而从部分企业的消费数据也可以看出，

当前米面粮油等商品成为人们购买或是寄

出的主选项。据京东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

月21日，元旦以来从北京市发出的异地订单

量增长了52%。米面油等民生商品增幅达到

30%-50%。另一组来自菜鸟的数据则显示，

目前全国仓库的春节备货量创下新高，生活

电器、3C数码、食品也成为热门年货。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今年春节假期会和

情人节有所重合，人们线上旺盛的送礼需求

也刺激着物流企业加码细分业务。例如德邦

于近期举行“2021鲜花运输产品推荐会”，将

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作为德邦布局全国鲜花

速递网络的重要基地之一。与此同时，顺丰

也传递出在节前加码斗南花卉市场鲜花寄

递的信号。

从往年来看，相较平日春节期间的快递

量将处于低位，然而电商营销对线上消费的

拉动促使着物流企业提前进行排班规划。据

中通快递北京南沙滩网点负责人戴洋称，当

前网点单日快递业务量在1万票左右，按照往

年经验，春节期间的业务量会有所减少，因此

每个区域会配备1-2名快递员来值班。“今年

总部对值班员工比例要求有所提升，网点

45%的员工将留在北京过年，网点车辆也会

正常运转。”戴洋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医药电商“不打烊”在今

年春节期间更为重要。疫情、严寒、春节多重

因素叠加之下，各类慢病药、常用药以及防疫

物资需求也将上涨。据了解，叮当快药目前也

已启动“春节不打烊”的筹备工作，加大防疫

物资及各类药品的调度，通过更精确的算法，

提升各区域、各地区药品需求的科学预判能

力，以便跨地区调度物资。叮当快药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春节期间配送人员、专业医生、

药师将继续坚守岗位，提供手机问诊买药及

防疫物资配送服务。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刘卓澜 赵驰
何倩 孔瑶瑶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想要

在春节期间大展拳脚的餐企和配送平台来

讲，“人力”就是必须提前筹备的“粮草”。2

月1日，北京商报记者自饿了么了解到，餐

企已经意识到用工不稳定存在诸多弊端，

就地过年号召下，餐企从根本上调整用人

策略、提升用工效率是关键。有分析指出，企

业若能将节前招工做成常态化工作，可促

使餐饮行业在用工方面良性发展。

中小型餐厅扎堆招工

春节前，为了人手问题，各路企业提

早行动。饿了么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今年，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或

将迎来人流量最多的春节长假。餐饮业

也面临“最需要人”的春节档，一些选择

不打烊的商家，通过各种方式保障人手

充足。目前，饿了么已经开通商家招聘通

道，近一个月以来，有超过1200家餐企发

布招聘意向。

“从春节档招工情况来看，一般老牌餐

企员工相对稳定，中小型餐厅、新开张饭店

的人手比较紧张。从发布招聘意向的商家

情况来看，也是以中小餐饮商家和连锁餐

企的门店为主。”饿了么商家运营部行业运

营专家王力表示。

据饿了么提供的数据显示，餐企招工

需求多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城

市。岗位以服务员需求最高，占比近80%，

此外，配菜、打包等岗位也比较缺人。与此

同时，求职市场也一改常态，“留下过年”让

有就地就业意向的人员增多。在1200家餐

企发布招聘意向后，已陆续收到超过1万份

简历。

“1月中旬以来，商户用人需求增加，新

增岗位供给出现峰值，环比1月初上涨

180%；另外，在‘就地过年’倡议下，一些留

下来的求职者选择就地就业，报名比例较

日常提升了近3倍。”王力说。

有人筹备 有人观望

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

目前北京不同餐饮企业对于今年春节的筹

备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北京华天相关负责

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以往，今年

春节在员工需求方面的变化很大，北京华

天的员工较为稳定。“今年，为了稳定员工，

北京华天旗下各店都会推出春节联欢会

（今年是给员工购买网上电影视频资源

等）、发放慰问品等。”

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在京过年的消费者数量会增加，因此

对外出用餐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为了保

证门店正常运营，比格比萨在原有人力储

备的基础上，早已开始进行招工。招聘范围

以管理组和普通员工为主，其中普通员工

包含长期员工和小时工，再根据不同门店

的运营情况进行合理安排。

而一家主打中式快餐的连锁餐饮品牌

负责人则表示，该品牌在春节期间处于淡

季，加之担心今年春节期间疫情出现反复，

所以本计划除夕到初二关店放假。但随后

各地出台了“就地过年”的鼓励政策，“目前

留京过年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在观望，再对

春节门店的经营作出相应的调整”。

寻求长效方案

针对餐饮用工设置招人平台并不是新

鲜事，但此次“就地过年”引发餐饮企业节前

集中招工热却值得餐饮人思考。

由于餐饮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

人员流动性大，稳定性也相对较差，导致餐

饮企业长期面临着用工难、招工难的问题。

有的餐饮企业每过一次春节就要面临人

员流失的问题。有相关知情人士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很多餐饮企业的基层员工甚至

选择辞职后回家过年，年后再回京重新找

工作，这也是导致很多餐饮企业尤其是中

小餐饮企业在春节选择打烊、放假的主要

原因。

去年，由于疫情，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

意识到，人力成本高更易让餐企在突发情

况下丧失抵御风险的能力。因此，提升用人

效率、用人保障，留住员工，给员工提供发展

空间等课题就成为很多连锁餐饮企业当下

的重要课题。

在一位餐饮业内人士看来，对于平台

型企业而言，节前发力餐企招工不失为一

个不错的商机，能掌握更多餐企用工的相

关数据和变化趋势，将之培育成常态业务，

正是一项可以为商户提供的服务。

与此同时，对于餐饮企业而言，可以进

一步借此机会总结自身在用工方面的短

板。进一步调整企业在不同时段的用人策

略，根据自身的业态及不同门店的经营特

点灵活用工，提升用工效率。如果能产生上

述变化，这对于餐饮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意义重大。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

志宏表示，现在不仅是餐饮行业，其实整个

服务行业几乎都面临着用工和招工的难

题。作为餐饮企业，在用人方面有两个要点，

一是招来人，一是留住人。“在招来人方面，

很多餐饮企业也找到了不错的解决方案，

比如校企联合，比如企业直接与一些相对

发展滞后的农村合作等，这些都是一些体

量较大的餐饮企业做过的。但最重要的还

是企业需要设计出能留住人的用人机制，

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好感和口碑，让更多优

秀的员工留下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郭诗卉

餐饮圈“拼”服务的行列里又添了一员。近

日，河北菜系餐饮品牌小放牛在通州万达开了

北京首家门店，“炒菜界的海底捞 服务不满意

免单”的口号让这个走出“家门”的新面孔在热

搜上逛了一圈，直接喊话海底捞的举动更是吸

引眼球。

据了解，河北小放牛前身是北斗星餐饮有

限公司，1991年品牌初建，2013年公司进行品

牌形象升级战略，品牌升级为“小放牛”，以河北

菜系为主，目前在河北省已经有近30家门店。

俘获人心的餐饮服务，让迫切“出圈”的餐

企纷纷加入拼服务行列。2月1日，北京商报记

者在小放牛北京首店注意到，从小放牛门店外

就可以看到店内墙上“炒菜界的海底捞 服务

不满意免单”的字样，“服务”显然是门店的重

头戏。门外设置了沙发座的等餐区，提供可乐、

酸奶、糕点等餐食。在店内用餐，餐桌抽屉里包

含口罩袋、眼镜湿巾、手机支架等，当然也包含

“庆祝生日”服务。

从菜品上看，北京首店在产品上作出了较

大调整。该店人均在130元左右，菜品并不局限

于河北菜，而是包含了京菜、湘菜、淮扬菜等多

地名菜。从菜单的调整上不难看出，这也是为

“走出去”铺路，满足多样化需求。

小放牛工作人员表示，北京首店的菜单与

以往门店是有区别的，目前除了烤鸭在其他门

店也有上线外，其他部分菜品仅在该门店上

架。“北京门店的服务人员均是从河北总部经

过培训后调配过来的。”

关于小放牛品牌后续的规划，北京商报记

者联系到小放牛方面，截至发稿，未收到任何

回复。

大多数消费者对地方品牌小放牛的熟知

度并不高，而它近期以“炒菜界的海底捞”的口

号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在大众点评的通州区

美食热评榜上排名第一。

近几年，不少地方品牌在原有的强势地盘

发展稳固后想向全国发展，而对于这类品牌而言

知名度是“硬伤”。在业内人士看来，“炒菜界的海

底捞”这个口号透露出为品牌“造势”的意味。

实际上，如今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多样化，

也是餐饮企业逐渐向“海底捞式”服务靠拢的

因素之一。在餐饮行业连锁顾问王冬明看来，

如今餐饮企业瞄准服务，主要因素在于“好吃”

不再是消费者买单的主观理由，这也是餐饮行

业在逐渐进步和升级产生的效果。对于小放牛

而言，走出舒适圈需要在品牌知名度上下功

夫，而“炒菜界的海底捞”更多是为了迅速提升

品牌知名度。

和君咨询合伙人、连锁经营负责人文志宏

强调，随着餐饮产品的同质化，很多企业也会

更多去关注和强化服务方面，对于小放牛来

说，步入其他市场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知名度

问题。小放牛选择用比附的策略，借助海底捞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来塑造自身的品牌影响力，

引起消费者关注。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被称为服务标杆的餐

饮企业之一，海底捞的服务模式吸引了不少企

业的关注和效仿，不少企业希望吸取经验，助

自身品牌发展。然而，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文志宏指出，“对于海底捞的服务模式来

讲，胜出的并不是表面上的各种服务项目，其

背后是一道很强大的管理系统和管理机制，更

深的层次在于海底捞的企业文化”。其实，企业

文化是很多企业并没有成功的重要因素。

“相较于自身的口号，小放牛是否得到大

众的认同和口碑传播是至关重要的，只有消费

者认同才会形成正向裂变的传播。”文志宏表

示，小放牛押宝服务，需要围绕服务有完善的

管理体系、管理机制和企业文化来做支撑，同

时需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这样的定位才有可

能成功。

对于餐饮企业来说，想要良性发展除了品

牌定位外，消费层面的产品是根本和基础。“如

果产品不达标，过度强调服务并不会达到效

果”，在文志宏看来，环境、运营模式、供应链等

都是支撑品牌进入新市场后能否持续良性发

展的重要方面。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加强生活物资保障，抓好冷链食品监管等食品安全工作，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

商场 陆续推出线上渠道和定时达 商超 不断拓展线上及到家配送服务

多点App的品项数增加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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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防疫物资
及各类药品的调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