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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过后 超市送菜进社区模式能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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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社区的商业价值再次受到

零售商的重视。不少新老超市纷纷将“前沿

阵地”推到了社区，在保障门店供应的同

时，正尝试通过送菜进社区、设立社区服务

站等形式解决社区居民买菜难的问题。对

于实体门店而言，由于到店客流下降，社区

卖菜成了新的增长点。然而，尽管当前众多

线上线下零售商将战火聚焦到社区一线，

分食社区流量，但在疫情过后，社区零售如

何延续生命力还有待观望。

线上订单渐成首选

早出晚归本来就是零售人的常规动

作，疫情期间，还要加个“更”字。2月17日，

家乐福中关村店店长马超和他的员工比往

常起得更早一些，因为他们增加了一项重

要工作，马超和他的团队要带着蔬菜等生

活必需品走进海淀南路南社区，并正式成

立“到家服务站”，为这个辖区内的2010户

居民提供到家服务。

“一方面是特殊时期，出行会增加感染

的风险，导致消费者都不愿意出门；另一方

面是考虑到社区内的一些老年人。为了保

障社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充足，我们配合

社区需求，成立了到家服务站，让社区居民

能够更加方便地买到菜。”马超说。

据马超介绍，建立社区服务站后，从每

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都会有家乐福工作

人员在服务站值守。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家

乐福微信小程序或社区微信群下单，门店

会分时段统一将订单送至社区服务站。

随着疫情防控的不断升级，各个社区

对居民进出都实行了严格的管控。线上渠

道成为消费者购买生鲜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的首选，导致线上订单成倍增加，众多线上

平台都出现了爆仓、压单的情况。面对不断

增长的消费需求与运力紧张之间的矛盾，

超市们也纷纷将“阵地”推到了更接近消费

者的社区。

与家乐福一样，金瀛便民德胜百姓服

务中心联合德胜大街西社区，也为社区居

民提供了配送“蔬菜包”到家服务。目前已

经在社区完成几十户的配送，其中有十几

户是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

双线作战人手紧缺

最近对于超市、便利店等社区业态而

言，人员紧缺已不再是秘密。据多家超市企

业介绍，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为保障市场

供应，多家超市企业都要求所有员工停休，

提前返回工作岗位。然而，超市在将战线前

移解决消费者燃眉之急的同时，要保障门

店的正常供应，对于双线作战超市而言，无

异于增加了人手紧缺的压力。

“特殊时期人员聚集，会存在一定风

险。同时，这种模式不仅需要大量的工作人

员，而且长期在室外工作身体会吃不消。此

外，还要应对顾客的其他商品需求。”提及

遇到的困境，华冠公司相关负责人说道。

尽管共享员工和社区服务站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决人手紧缺和排队等问题，但

供求信息无法及时更新又成为大部分线下

超市、便利店新的难题。此外，仍有大部分

线下零售企业做线上业务时，基本都是通

过第三方平台，并不能直接、实时地获取消

费者的需求。

模式或将常态化

可以看到的是，危机往往是加速行业

发展的动力。在疫情期间，许多超市都推出

了新的商业模式，以更加直接、高效地为消

费者提供所需的服务。

自疫情发生以来，原本作为toB端的

餐饮供应链服务商美菜网在业务上做了一

些调整。截至1月29日，美菜已在北京、上

海、深圳等在内的30余个城市陆续开放家

庭用户配送服务；此外，北京石油在京共有

超过500座加油站，340座已经开通了“安

心买菜”业务。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洪涛认为，疫情过后，社区商业将会迎

来新的发展，主要原因是某些消费习惯会

逐渐定式化，如“无接触配送”等方式和模

式会长期存在，这次疫情会改变人们的生

活方式，改变社区商业模式，促进社区商业

模式加快转型和升级。

“这些变化都属于数字化的内容，也是

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传统

超市未来的社区生意而言，数字化程度仍

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坐标系。

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

平认为，疫情期间，部分线上平台也暴露出

一些短板，真正在危机面前能够起到稳定

民心作用的还是实体商业。以实体店为基

础的线上线下结合的零售业态将会得到迅

速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赵驰

耗不起的小微企业等不及开始通过线上电商自救了。 由于员工无法回

来上班，店也没法正常开门，在深圳经营电脑配件店的邹志坚将业务转到了

网上，开启了淘宝店“汉志科技”。这家新开的淘宝店支撑起他每个月还房

贷、车贷，交租金、发工资的开支。同邹志坚一样，在线下复工迟迟没有明确

通知时，商家们瞄准了网店，更多人把以前没有经营下去的“老店”重新开了

起来，还搭上了直播东风。在复工复产上，电商平台赢在了起跑线上，直播这

类新工具也派上大用场，帮助复工如期而至。

网店九年后重开张

2月10日算是邹志坚2020年上班的第一

天。不过，邹志坚并不是在自己的两间实体店

上班，而是守着电脑，在淘宝店铺“汉志科技”

上架了13件商品。这就是邹志坚复工的第一

步，与另一位朋友一起摸索着运营。

邹志坚在深圳有两间实体店，销售电脑

配件。如果情况一切正常，邹志坚的实体店应

该已经开门营业20天了。而现实是，门店开业

时间还需观望，网店则开业一周多了，而且，

他的店铺排名从刚上产品时的18000多名上

升到了9400名。

邹志坚在2011年开设了汉志科技，正式

经营的时间则要从2020年开始算起。“2011

年就注册了，但那时候网店和线上购物发展

得没有现在这么好，因此开网店就是想看下

情况。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希望网店能成为消

化存货的销售出口。”

邹志坚的朋友们在疫情期间的网店运营

状况，进一步坚定了他重新激活网店的信心。

“这段时间，朋友店铺的月销量可以达到200

台，尽管与上个月500台的销量相比确实少了

很多，却可以保障基本运营并与各项成本支

出打平。”

在线上想尽办法复工的不只邹志坚一

人。成都的西部鞋都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商业运营部负责人唐菲正在用直播方式，向

鞋都的168户商家和各家店里的销售人员讲

解如何通过线上开启“云复工”。“商家们还是

很积极的，也很有信心。无论是企业还是商

家，大家都意识到这也是一个机会。”

在位于西部鞋都的直播基地，唐菲带着

顾客“云逛街”。唐菲称这段时间直播的流量

特别好，“以前平均一名主播一天出300-600

单就算不错了。最近平均每天有4-6名主播同

时直播，平均一名主播一天可出1000多单。消

费结构发生变化，大家线上购买的量在增

大。”据唐菲介绍，目前，商家都有大量春款商

品需要销售，淘宝直播等线上方式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可以解决库存的渠道，也能给消费

者带去更好的购物体验。

寻找销售出口

不确定的复工时间，让做着小本生意的

邹志坚有些头疼。年前，邹志坚特意向银行贷

款20万元从厂家提前进货，就等着年后开门

营业时能有充足的货量，有个好的销售业绩。

现实的情况则是：本来计划1月31日就要开业

的门店，直到2月19日还没有能够正常复工的

迹象，这就导致近14万元的货物全都积压在

了邹志坚手中。

“按照原定的时间进度以及销售情况，大

年初七开业至今，至少可以销售出六成的货，

但现在门店一台显示屏都卖不出去。”邹志坚

一边苦于没有收入进账，一边苦于每月至少2

万元的成本支出。“门店虽然一直关店，但房

租还要继续交，员工工资还要照常开。”如果

再加上房贷、车贷，邹志坚一个月的支出费用

在6万元左右。

没有收入进账的前提下，每个月6万元的

支出，对于邹志坚这样做着小本生意的商家

来讲，是笔不小的支出。“压力很大，2万元成

本是固定的，银行还有贷款要还，着急开工上

班。”邹志坚判断，线下店预计还需要2-3个月

的恢复期，必须把销售比例慢慢往线上移动，

货源不是问题，只是需要新的销售出口。

“希望线上销售占比可以达到20%。”邹

志坚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

与此同时，同样积压着的还有农产品。

“压力山大”的农户也到网上卖起了蔬果。鲜

馥品牌负责人王建文前几天对着卖不出、叫

不上价的寿光蔬菜发愁。原本春节的休假就

已经停工五天左右，大棚里的蔬菜已经逐渐

成熟可采摘了。随后连上了疫情，外地客商并

没有如期而至，致使寿光的大量果蔬积压在

大棚里。雪上加霜的是，农户们的收入也出现

断崖式下跌。

滞销情况越发严重，外地客商的采购车

始终进不来，逼着王建文和农户们自己将蔬

菜运出去，试着到网上寻找机会。如今，王建

文在网上销售着蔬菜组合的包装礼盒，一箱

16斤，一天可卖出2000箱、约3万多斤蔬菜，相

当于为10个大棚解决了目前的瓜果成熟之后

无法销售的问题。

直播跨界卖货求生

毋庸置疑，线上的确为众多商家提供了

转机，尤其是直播等新方式打通了众多看似

无法相连的行业，为彼此复工助力。

化妆品品牌“一叶子”在直播间里卖起了

竹笋。“春笋吃了皮肤会变好！”一叶子主播

lori一边介绍，一边把竹笋农户小军哥连线拉

进了直播间。另一边的小军哥，则冒着雨在竹

林掰开一颗竹笋，在镜头前进行讲解。因为这

场不一样的跨界卖菜，一叶子的直播间观看

人数比平时多了30%。

由于线下销售受阻，淘宝直播间涌入了

大量农民主播，全国近千个蔬菜大棚化身为

直播间。最近，淘宝直播上，1000多个商家发

起了一场跨界卖菜：不管自己是卖衣服还是

化妆品，都帮农民卖起了水果蔬菜。他们有的

在直播间挂上农产品链接，有的在直播中连

麦村播主播。

不少主播反映，消费者在特殊时期对果

蔬蛋奶等品类更为关注，对化妆品的需求度

明显下滑。无论是出于稳定直播间里的粉丝

量，还是帮助更多农户销售农产品，暂时“跨

界”销售商品是短时间内的解决方案。从长期

来看，如果品类跨度过大，则并不适合培养高

黏性用户。

实际上，线上复工也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邹志坚与合作伙伴仍在摸索运营网店的思

路。在上传产品信息时，邹志坚对各项参数信

息并不熟悉，只能与厂商反复核实。“只核实3

款产品的参数，就花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

自己也都不太会做图，上传的产品图都比较

简单。”

邹志坚也坦言，店铺开了十几天，客流量

不足还是大问题。在3C数码行业，想要挤进前

100名的排名，店铺日点击量要超过1000个，

月营业额达到23万元左右。2月16日这天，汉

志科技的访客数23人，浏览量82人。“现在还

是在想办法为店铺引入更多的流量，还要把

线上营销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还希

望能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和融资机会。”

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

员赵振营认为，此次疫情中，众多新的商业

工具让中小商户避免承受零营收的损失，也

缩短了平台向商家乃至全行业普及新工具

的时间。直播间里销售房、车不再是新鲜事，

商场的导购员在线直播、在线办公、在线问

诊和在线教育更像是“突然爆发”，一定程度

上与平台往日的普及和体系的搭建相关。疫

情结束后，平台仍需思考流量留存、转化率

等问题，并制定更为详细的行业规则以适应

长期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维祎）目前，北京
不少企业陆续复工，为解决复工企业员工用

餐问题，进一步满足市民用餐需求，帮助复

工单位精准对接餐饮企业，近日，北京烹饪

协会、北京商报社联合10余家协会，向全市

推出“行业联合、企业共助、服务员工安全就

餐”订餐地图。

在餐饮单位自荐、各区饮食行业协会推

荐基础上，入选该地图的供餐企业包括肯德

基、麦当劳、吉野家、呷哺呷哺、全聚德、便宜

坊、东来顺、庆丰包子铺、二友居、宏状元、嘉

和一品、永和大王、和合谷、黄记煌、眉州东

坡、西部马华、紫光园等100余家北京知名品

牌餐饮单位。

用餐企业和普通消费者可通过“供餐外

卖门店地图”查询供餐门店信息并订餐，该

地图提供“当前位置”和“选订位置”两种方

式查询信息。

纳入订餐地图的企业严格按照政府相关

部门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全方位加强防护，做

好每日定时消毒，严格落实人员晨检制度、执

行操作规范、工器具及环境消毒等防控措施，

并加强外卖全过程管理，确保做到点餐环节

无接触、送餐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定时消毒送

餐保温箱、启用安心卡、配送环节“无接触”

等，避免交叉感染，防止餐品污染。

北京烹饪协会方面表示，鼓励供餐单位

研发各种适合外卖、外送的营养套餐，提倡

尽量通过企业自有小程序、美团点评、饿了

么等线上平台订餐，提倡有条件的企业就近

自行无接触外送和美团、饿了么无接触外送

等相结合方式，提倡转账交易支付等非现金

结算，保证供求双方人员安全、餐食安全。

疫情之下，需要各个行业守望互助，此

次针对用餐企业发布的订餐地图是基于北

京市多家跨行业社团组织、媒体、平台和餐

饮企业联合推出的创新服务形式，为复工企

业搭建起直通餐饮企业的信息平台，将帮助

北京复工单位有效解决员工用餐难题。

（排名不分先后）联合倡议成员名单

扫码查看外卖地图

由于线下销售受阻，淘宝直播间涌入了大量农民主播

【更多成员组织陆续加入中……】

■ 北京烹饪协会

■ 北京商报社

■ 北京市商业服务业行业协会第一联合党委

■ 北京拍卖协会

■ 中关村亚洲杰出企业家成长促进会

■ 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

■ 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

■ 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 北京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协会

■ 北京电子电器协会

■ 北京数字创意产业协会

■ 北京热物理与能源工程学会

■ 北京金属学会

■ 中关村人才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