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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狮少年》，国漫崛起新赛道？

背靠集团供餐 连锁驿站却卡在配送成本上

北京商报2021.12.21

配餐靠集团养老院

目测使用空间不到30平方米的丰西驿站

内，除了驿站必须具备的几大养老服务功能

区及代购商品区，同样没有设置厨房。能为助

餐业务提供支持的，仅有几张方便老人就餐

的桌椅。

因为疫情防控的原因，丰西驿站的助餐

业务在12月中旬刚刚恢复。根据李欣提供的

最近一周的菜谱，12月17日的菜品包括菊花

鱼、肉沫五彩蒜薹、西红柿炒鸡蛋还有鲮鱼

油麦菜，主食则是杂粮饭和南瓜糕。李欣介

绍称，每周一至周五，丰西驿站会面向老年

人供应午餐，20元一份，都是两荤两素再加两

样主食。

“我们驿站不做饭，一方面是因为场地

小、施展不开；最主要的原因是集团给旗下

驿站统一的配餐支持。”谈及驿站空间不够、

却仍能提供助餐服务的原因，李欣介绍称，

他所在驿站的运营商为老吾老集团，驿站所

在地周边设有老吾老养老院，因此丰西驿站

的老年餐由集团旗下的养老院统一制作并

专车配送到店，驿站方面就免去了自行制餐

的麻烦。

“目前疫情基本稳定了，我们的助餐服务

也差不多完全恢复。每周的菜单会发到驿站

组建的社区养老群，有订餐需求的老人可以

提前预订，到店自取或者选择外送。”谈及驿

站内已开展的社区养老服务内容，李欣笑

言，助餐是其中最受社区老年人关注的一大

项目。

无奈的配送费

从刚开业时候的摸索运行，到现如今赢得

了社区大部分老人的看好，李欣称，几年的时

间内，他眼见着北京养老驿站的服务功能不

断增加，也眼见着养老助餐点在政策的鼓励

下，如雨后春笋般从几百家发展到了上千家。

据民政部披露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1年全

市1000家养老助餐点发展任务已提前完成。

谈及当下北京兴起的“驿站助餐热潮”，

李欣表示，自己所在的驿站也一直在积极响

应。在没有疫情的正常情况下，驿站内能容纳

部分老人用餐，也支持他们打包外带；疫情之

下，驿站推荐线上订餐，但配送的前提条件是

只限驿站一公里范围内的老人，收费标准是

在餐费之外加收配送费5元。

“为什么限定驿站配送范围在一公里范

围内？一方面是因为午餐配送时间紧、任务

重，太远的我们送不过来，而且送到了餐都

凉了、影响口感，老年人也会不满意。”李欣

解释道。

至于配送费的收取，李欣称，目前北京市

面上只有极少部分的驿站会面向辖区内的老

人提供免费送餐服务，在此之外，更多能够提

供助餐服务的社区养老驿站，出于自身配送

成本的考量，还是会加收一定金额的配送费。

李欣直言，向订餐老人收取5元不等的配

送费，也确实“劝退”了不少老年人。但在李欣

看来，所收取的餐食配送费，实际上也是驿站

为了减少人力成本的无奈之举。

不好割舍的新业务

在北京商报记者的本轮走访调查中，从

丰台、朝阳等区域部分养老驿站的工作人员

反馈来看，对于有关部门鼓励并督促养老驿

站落实的助餐服务，驿站们大都在两种看似

冲突的态度之间反复“横跳”：既希望通过走

量模式形成规模，但又顾忌人力成本提升；订

餐少、驿站配送压力小，又忧心会错失助餐业

务发展为未来盈利点的契机。

某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刘嫣（化

名）向记者直言，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

能够实现连锁的养老驿站往往具有一定资源

整合能力，这部分连锁驿站在一些社区的养

老驿站助餐点虽然很受老年人欢迎，但因为

大多亏本或微利运营，企业的参与积极性自

然也就不高。

李欣也表达出了与上述驿站同行们相似

的看法。李欣坦言，并不是没有想过通过“走

量”模式谋求更大发展，但驿站的配送承载力

以及成本压力也确确实实存在。

”老年人的用餐量如果上去了，那么配送

的人力成本也要往上走；自己人一旦配送不

过来，就要雇专人给老人送饭，这就会产生另

外一笔额外的开销。”李欣坦言，如果雇佣专

门的配送员，投入在助餐配送方面的成本将

会更高，驿站的运营压力也会更大。

据李欣透露，现阶段，通过帮老人代购生

活必需品、承接周边社区的一些适老化改造

等业务，自己所在的驿站确实实现了一些收

入，但在助餐服务方面，虽有集团的养老院提

供稳定餐食，可刨去因配送产生的人力成本，

驿站在助餐这块仍然谈不上盈利。

尽管助餐服务在短期内呈现出了不挣钱

的光景，但李欣似乎也不愿意放弃这块业务。

在他看来，社区老人对于助餐服务的需求真

实存在，背后的市场也值得挖掘。

“对老年人来说，一日三餐是‘头等大

事’。特别是对于高龄、独居、空巢和失能、半

失能的老人，吃饭更是一大刚需。”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杰华指出，基于

当下北京老龄化程度较高的这一现状，在全

市驿站不断推进助餐服务落实的背后，附加

在“最后一公里”配送上的隐形门槛与成本也

逐渐显现。

在陆杰华看来，正如一枚硬币的AB面，

助餐这一新的业务内容，在为驿站运营商提

供发展新思路的同时，也给部分驿站的运营

带来了一些新挑战。

养老助餐服务能否成为一门对老人收费

友好且能保证驿站运营商有钱赚的业务？面

对广阔的老年餐市场，李欣觉得还需要再坚

持坚持、观望观望。

北京商报记者卢扬荣蕾

位于丰台区的丰西社区

养老服务驿站（以下简称“丰

西驿站”），给出的养老助餐解

决方案是“靠集团提供配餐”。

尽管没有前泥洼驿站那样担

忧餐食来源的困扰，但丰西驿

站的工作人员李欣（化名）表

示，区域内老年餐配送需求的

增加，对自己所在驿站的人力

调配及成本把控也形成了不

小的挑战。

编者按：想象中的蓝海，却在实践中成了困局。一面是独居、孤寡、高龄、失能的老年人对于高质量、多元化餐食需求的逐步提

升；一面是养老驿站及社区餐企等助餐供给方还在艰难摸索：定价合理、多元营养的老年餐标准是什么？相对单一的老年餐来

源，如何应对老年人慢性病下的多维需求？附加在“最后一公里”配送上的隐形门槛与成本，何时能够降低？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已达2.64亿人。

2.64亿人

《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

截至2020年末，在北京市16个区中，60岁及以

上户籍人口排在前三位的是朝阳区、海淀区和

西城区，分别为64万人、55.2万人和43.7万人。

朝阳区 海淀区 西城区

64万人

55.2万人

43.7万人

据民政部门披露数据，截至10月

底，北京提前完成年度1000家养老助

餐点发展任务，覆盖2000个社区。

1000家

2000个

豆瓣开分8.3

“目前无限接近我心里当下该有的国漫样

子”“中国现实主义动画开山之作”“内地影史

最佳国漫”“2021年度最佳影片”，看过《雄狮少

年》的观众，在网上留下了这样的评价。

“新人导演+小众题材”，《雄狮少年》看起

来毫无爆相，但在几轮点映之后，凭借口碑逆

势出圈。不仅预测票房涨超20亿元，更强势夺

下本年度口碑开分最高的动画影片，使得观

众对该影片充满期待。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12月20日18时，

上映4天的《雄狮少年》取得了6703.8万元的

票房成绩，观看总人次超过175万。值得一提

的是，尽管同档期有强卡司电影《误杀2》挤压

票房，《雄狮少年》的票房占比却保持了稳中

向好的趋势，从上映首日的6.4%上涨至最新

的11.8%。

口碑方面则是直接碾压了所有同期电

影。上映4天，淘票票评分依然稳定在9.3分，在

4.7万评分观众中，超八成打出了9分以上的评

分；豆瓣评分8.3，超越白蛇、追平大圣、直逼哪

吒。《雄狮少年》毫无意外地成为了2021年度

评分最高的动画电影。

“真正意义上的黑马惊喜之作。没有IP，

没有流量，主创团队也鲜有知名人士，就是这

样一部平平无奇的‘三无’影片，却出奇好看。

它让我们看到，国漫除了浪漫的神话传说，也

能讲好现实主义故事。仅从这个角度来说，它

就已经值得被载入中国电影史册之中了。”观

众韦先生如是评价道。

聚焦现实主义

其实，《雄师少年》只是认真讲了一个平

凡至极的故事。主角分别是“病猫”阿娟、“瘦

猴”阿猫和“肥猪”阿狗，他们是偏远山村里的

底层少年，在师父咸鱼强的教导之下，艰辛苦

练，最终在雄狮大赛中夺冠。

影评人宋舒指出，剧情看似普通，但人物

形象塑造恰到好处，燃点与泪点搭配得当，几

乎每一位观众都能从主角身上看到自己的影

子，实现了观众与影片的情感共鸣。

共鸣，往往是动画电影的口碑来源。《寻

梦环游记》讲的是“个人梦想和家庭冲突有矛

盾时，该如何选择”，《疯狂动物城》则探讨了

人如何战胜先天不足而追寻梦想；而此前爆

火的国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有着“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这种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命运

服输的信念。

《雄狮少年》也不例外，“莫欺少年穷”的

核心之下，是个体的成长与梦想。热血的内核

外还包裹了一层现实主义，让观众的共鸣感

更甚。

翻看近年来所有上映的动画电影不难发

现，此前的国漫市场几乎只有两类IP，一是以

《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代表的知名低

幼动画IP，一类是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

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的古代神话传说IP。而

在中国影史票房榜中，排名前三的动画电影

均为后者。

正因如此，有观众评价《雄师少年》为“在

神仙打架的缝隙中，难得听到凡人的一声咆

哮”。而《雄狮少年》则是一部完全的现实主义

影片，没有神佛、不靠IP，只是把一个普通人

的成长故事讲得完整真实。

“镜头聚焦在留守儿童、城乡差距、农民

工等现实议题，穿插舞狮这样一个传统文化

的意象，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拓展了影

片的思想深度。”韦先生认为，作为一部原创

动画，《雄狮少年》已经突破了原有国漫的题

材桎梏。此外，充满南粤风情的布景、配乐，独

树一帜的画风以及毫不拉垮的动画制作技术

等，同样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未来可期

高口碑之下，《雄狮少年》再一次被寄予

了国漫崛起的希望。

事实上，从2015年的《大圣归来》到2019

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动画电影的数量

明显增加了很多，也不再局限于低幼，但是离

真正的崛起还有段距离。数量缓慢增长，偶有

爆款，但无论是票房还是接受范围都还未达

到稳步上升的趋势。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狂揽50

亿元，但相较之下，同年的其他动画电影，票房

总计仅为前者的1/5。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曾

表示：“国产动画的真正崛起，需要每年都诞生

5-10部《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这样的作品。”

人才和盈利，是当前困住国漫的两大难

题。2018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突破1500亿

元，但作为核心开发环节的动漫人才不足5万

人，动漫人才缺口高达100万人。同一年，中国

动漫企业中有80%处于亏损状态。

事实上，就算收获了前所未有的高口碑，

但从《雄狮少年》目前的票房表现来看，显然还

没有达到与其口碑相符的成绩。不过谈及其接

下来的表现，业内人士均表示“未来可期”。

宋舒认为，票房未达预期主要有两个原

因。一是作为一个完全原创的创新题材国漫，

此前缺乏受众基础，几乎只能依靠“自来水”

观众口耳相传；二是与同期上映的电影《误杀

2》受众群体较重合，但《雄狮少年》与《误杀2》

的制作卡司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短期内缺

乏竞争优势。

灯塔专业版显示，两部影片的想看人群

均集中在20-29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不过《雄

狮少年》在青少年及中年人群的想看比例明

显高于《误杀2》。宋舒表示：“《雄狮少年》属于

一部老少咸宜的影片，具有广泛的潜在观众

群，加上同档期影片的口碑分数陆续评出，随

着口碑不断发酵，不难预见，《雄狮少年》的后

劲会更足。”

据看电影此前报道，《雄狮少年》将在元

旦期间推出粤语配音版，并计划在全国范围

内公映。“《雄狮少年》用一个更加接地气的现

实故事打破了动画市场原有的审美范式及题

材局限，从而为国漫开辟出一条全新赛道，相

信国漫未来将会有更多新颖题材和故事出

现。”宋舒如是说。

好在现在一部部黑马的出现，让国漫越

来越成为摆脱低幼、粗糙的枷锁。或许，等到

有一天大家不再提国漫崛起了，国漫才是真

的崛起了。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周阳洋

临近年末，又一部“国漫之光”

横空出世。无IP、无流量、无明星的

“三无”动画电影《雄狮少年》豆瓣

开分8.3分，预测票房超20亿元，看

起来有口碑票房双收的趋势。“中

国现实主义动画”的开山之作，这

匹国产动画电影的最大黑马，在低

幼动画系列和古代神话IP的夹缝

中突出重围，让外界又一次看到了

国漫崛起的希望。

□动画电影《雄狮少年》上映4天口碑和票房情况

6703.8

万元

票房成绩

票房占比

6.4%

11.8%

9.3分

淘票票评分从上映首日

的6.4%上涨

至12月19日

的11.8%

为2021年度

评分最高的

动画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