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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 6 点：菜摊经营户
梁家贺来送菜——

今年每天进货量比去年
增 长 40% 左 右 ，有 的 餐 馆 一
天还要补送一两次货

深夜零点，夜色正浓，南京城悄然入睡。

此刻，位于江宁区东山街道的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众彩市场）热闹非凡。作为华东地

区最大的“菜篮子”之一，一辆辆进货车从周

边赶来，载着新鲜瓜菜疾驶而去。

“青菜、西红柿、平菇、大白菜……都各来几

箱。”菜摊经营户梁家贺停好小货车，来到熟识的

摊位，麻利地挑选了十来种蔬菜。“今年行情不

错，每天进货量比去年增长了 40%左右，有的餐

馆一天还要补送一两次货。”梁家贺告诉记者。

“送菜啦！”早晨 6 点，天边泛起鱼肚白。

秦淮区明瓦廊美食街西侧，路灯映照下，进完

货稍事休息的梁家贺，已经骑着满载蔬菜的

电动车，来到易记皮肚面的门口。

4 包青菜、2 箱平菇、1 箱西红柿……店里

的伙计接过梁家贺和其他商户陆续送来的食

材，趁着新鲜抓紧收拾。

“今天除了菜市场摊位的菜，还有 5 家餐

馆要送。去年这个时候，好多餐馆没怎么开

张，哪有这么忙啊！”梁家贺说完匆匆上车，赶

回去接着取菜、送菜。

红帽子，粉口罩，蓝底花外套，银灰色斜挎

小皮包……早晨 6点 20分，面店负责人、年过七

旬的易慧萍掀开透明门帘，走了进来。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易慧萍一边招呼记

者，一边顺手从桌肚里掏出小凳子坐下择菜。

“您也很早，吃早饭了吗？”记者问。

“ 今 天 周 末 ，忙 得 很 ，哪 有 时 间 吃 早 饭

啊。去年这时候应该是有的，生意不多嘛。”

易慧萍俏皮地说。

说话间，店里的 10 个伙计都已到位，煎荷

包蛋等配料的，切皮肚的，称面的，洗菜的，忙而

有序。“现在每天销量已经比 2019 年同期多了

两成，周末人更多，得抓紧准备。”易慧萍说。

果然，7 点过后，开始有食客进店点餐。

7 点 40 分左右，已经要排号了。

中午 11 点多：面条师傅
王子勤迎来“午高峰”——

大概 50秒做一碗面，最近
生意多得再次把手磨出茧子

中午 11 点刚过，进店的客人多了不少。

点餐的、排号的、找位置的，不算小的店面一

下子拥挤起来。

“今天过来吃啦！”“小姑娘，现在人多，你

和他俩拼一下桌好不好？”易慧萍一边招呼着

熟识的老客，一边帮年轻客人找位置。

此刻，厨房的操作间里，面条师傅王子勤

正在忙活。

只见他面戴蓝色口罩，身着白色厨师服，

面前一大一小两口锅。左侧锅开，右手执长

筷，香肠、猪腰、青菜、木耳、平菇、皮肚等食材

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次第入水。右侧面滚，左

手抓起大勺加汤、漏勺抄面。行云流水间，各

色食材齐聚于左侧小锅中翻滚，顷刻热气升

腾，香气扑鼻。

“大概 50 秒做一碗面，既保证口感，也不

会让客人等太久。”王子勤告诉记者，“今年的

情况相比去年真是好太多了。”记者注意到他

右手虎口处泛黄凸起的老茧，他羞涩一笑：

“最近生意多得再次把手磨出了茧子。今年

过年回家时还没有呢。”

“疫情期间，店里有没有放过假？”记者问。

“过去几年，只要疫情防控形势允许，店

基本是开着的。我来店里 28 年了，其他伙计

也来店里好多年了，早就处成了家人一样。

老板怕关了店，我们生活没了着落，而且老食

客多了，总有人爱吃这一口，店开着也算留点

念想吧。”王子勤边说边忙着手里的活儿。

客人越来越多，又一位面条师傅走进来，

点着了另一侧的两口锅，操作间里火力全开，

热闹加倍。

在皮肚面的咸香和氤氲的热气中，客人

们边吃边聊，各得其乐。易慧萍和伙计们则

迎来了繁忙的“午高峰”。

下午 2点多：面店负责人
易慧萍吃上午饭——

虽然不是饭点，店里也有
三成客人

下午 2 点多，客人渐少，易慧萍和伙计们

轮流换班吃了午饭——店里的面条。

“我年纪不小咯，平时在店里帮着照看照

看。”吃完，易慧萍挑了个面朝门口的座位坐下，

一边和记者聊着，一边招呼着零散进出的食客。

“从 1981 年在路对面搭棚子卖鸭血鸭肠

汤，到盘下这个店铺卖面条，我做餐饮 40 多

年了。”易慧萍打开了话匣子，“3 年疫情，亏

了不少钱，还跟亲戚们借了些钱周转。去年

最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卖出几十碗面，连基本

开支都不够。”说到这儿，易慧萍眉头一蹙。

“想过关店吗？”记者问。

“首先自己不能放弃，你说是不是？政府

部门一直在支持，给我们个体商户免了 3 年

的定额税。房东也减了一些房租。另外，他

们协会也帮着组织了不少活动。”易慧萍说

着，拍了拍一旁的崔洁。

一头利落短发、快人快语的崔洁，是秦淮

区朝天宫商户自治协会的执行秘书长。“过去

几年，餐饮行业受影响很大。2021 年 9 月，我

们协会成立，主要就是为了带动商户抱团取

暖。只要疫情防控形势允许，协会就带着商

户一起做促销活动。去年 4 月、9 月，我们联

合 100 多家会员单位办消费节，粗略估算，帮

沿街商户提升了 30%以上的客流量。”

“今年元旦是个转折点，人气渐渐旺了起

来，过完年以后情况更好了。现在店里从一

早开始营业到晚上 8 点半，到了饭点总会排

队，你看现在人也不少呢。”易慧萍指指四周。

虽然不是饭点，店里也坐了大概三成客

人。“本地人爱吃皮肚面，外地游客也爱来打

卡，现在不愁生意了。”易慧萍说。

晚上 6点：店里排起长长
一队人——

一天卖出几百碗面，比
去年同期翻了好多倍

晚上 6 点，天色渐暗，华灯初上，明瓦廊

人流如织，更入佳境。

饭团、麻团、梅花糕……三五结伴的路

人 ，手 拿 当 地 特 色 小 吃 ，边 走 边 尝 ，怡 然 自

得。隔着面条店的大玻璃窗再往里看，已经

排了长长一队人。

“皮肚面里加些什么好吃？”一个小伙子

来 到 前 台 点 餐 。“ 加 点 木 耳 、平 菇 、西 红 柿

……”还没等店伙计回答，坐在附近的老食客

张先生，一回头娴熟地报出一串推荐搭配，大

家会心一笑。“在这里吃了几十年了，几天不

吃还真是想。”张先生告诉记者。

和张先生不同，大学生小李则是被一家

社交平台“种草”而来。“疫情期间，不方便出

门吃饭，现在几乎每个周末都要约上朋友，一

起去特色餐馆打卡。”

“现在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挺多，有的说只

有面没有饭不过瘾，我们还新开了盖浇饭的

档口。”易慧萍指着店面北侧的小档口说。

眼看着厨房的面条不太够了，易慧萍来

到店面南侧一角的桌子旁称面。红色的桌面

上，一张箩，一杆秤，一个不锈钢面盘。老人

右手从箩里抓起一小把面放到秤盘上，左手

带着几根再做添补，称足后两手一卷一握，小

心码在面盘里。“一碗面称三两，几十年下来

了，少了可不行。”易慧萍边说边称。

“现在一天能卖出几百碗面，比去年同期

翻了好多倍。今年准备再招点人，今天上午

就来了一个先试用。店里有 3 位面条师傅，

我一直在培养他们，等我哪天干不动了，希望

他们能接上，再出去开几家分店。”想想未来，

易慧萍很是欣慰。

晚上快 8 点，看着客人不那么多了，身板

硬朗的易慧萍出了店门，大步往家赶去。老

伴已在家中做好晚饭，这是她忙碌一天之余

的正餐。

深夜 11 点多，万籁俱寂。梁家贺从家出

发，再次奔赴众彩市场。此刻，那里正是瓜菜

上新、人声鼎沸之际。

明瓦廊，从明代起成为经营明瓦的场所，

商铺更迭，600 多年烟火不绝，繁华之气绵延

至今。“饭总要吃的，风雨过后总会天晴。”易

慧萍的话犹在耳畔。

图①：近日，易慧萍下厨制作皮肚面。

马焘焘摄（人民视觉）

图②：近日，明瓦廊美食街一侧，前来就

餐的食客排起长队。 马焘焘摄（人民视觉）

一天卖出几百碗，日销量比2019年同期多两成，在江苏南京明瓦廊美食街的面馆里—

一碗面，见证餐饮业回暖
本报记者 林 琳 姚雪青

■一线调研
经营主体看活力

R

晚上 7 时许，在面条店的采访暂告段落，

沿明瓦廊北端南行，逛至大香炉，再经小板巷

穿行至丰富路，继续北行。一路灯火交织，热

闹非凡，各式餐饮店目不暇接。一些特色商

铺前，等号排座的食客多达二三十人，有的烤

鸭店档口虽不大，却已排起 40 多人的长队。

不仅如此，步行刚十来分钟，遇到正在招聘的

商铺已不下 10 家，还有一些在翻新装修。

今年以来，各地餐饮行业的人气纷纷回

归。无论是北京朝阳路两侧新开的大小餐

馆，还是重庆嘉陵江畔再度一桌难求的火锅

店，又或是三亚凤凰路边深夜 10 点多还在翻

台的烧烤摊，仅从个体的体验出发，复苏向好

之势愈发明显。

从个体观全局，宏观数据提供了印证。

国家统计局 4 月 18 日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

显示，餐饮收入达 12136 亿元，增长 13.9%，餐

饮消费市场加快恢复向好。

餐饮业是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

眼下当如何推动其尽快恢复发展？采访过程

中，不少商铺都有自己的思考：相关部门在一

些区域试点鼓励商铺有序外摆，我们这条街

能否也参与其中？同一条街上的业态有些单

一，协会能不能引导大家错位发展？我们自

己能不能开发些年轻消费者喜欢的新品，通

过线上平台引流？

餐饮业是中小微企业最集中的行业之

一，也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促进

其加快恢复，离不开政府纾困、协会引导、企

业创新。下一步，通过清理隐性壁垒、创新消

费场景、提速新型消费，餐饮业将持续激发活

力，为恢复和扩大消费提供有力支撑。

餐饮复苏向好之势愈发明显
林 琳

■记者手记R

■链接R

餐饮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

重点领域，也是经济复苏的“晴雨表”。

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扩大内需、

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餐饮业呈现复苏势头。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餐饮收入增

长 13.9% ，餐 饮 消 费 市 场 加 快 恢 复 向

好。在江苏南京，特色餐饮店众多，中小

微企业占比高达 97%。记者选择在周末

客流高峰，围绕一家特色面馆深入走访，

呈现餐饮业逐步回暖的态势。

——编 者

2022 年，江苏省南京市出台《关于支持

批零住餐等服务行业纾困解难稳定发展的十

条措施》，全力支持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提

振信心、恢复发展。今年一季度，南京全市餐

饮业营业额增长 15.3%，较去年同期提升 20.3个

百分点。

为促进餐饮业加快恢复，当地实施包容

审慎监管，目前共设有 20 多个经常性的外摆

集市，近 40 个特殊时段（夜间、节假日等）的

外摆集市。下一步，南京市商务局将围绕促

进消费“四季有约”行动，加力推进“小店计

划”和促进首店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对引入

餐饮品牌首店、旗舰店最高给予 50 万元奖

励，鼓励企业发展“互联网+餐饮”，进一步为

餐饮业赋能。

作为国内首家数字银行，微众银行充分发挥数字科技

优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目前，微众银行推出企业金融品

牌“微众企业+”，为小微企业构建服务生态，不仅提供高效

便捷的金融产品，也为企业提供非金融数字化服务，助力小

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中科领创是深圳一家提供智能音视频软硬件整合方案

的技术型服务企业。最近公司创始合伙人黄敏特别忙：“今

年我们加大了研发投入，同时大力开拓新市场。2 月份，我

们跑了 8 个城市，和 50 多家客户交流洽谈，意向订单额达数

千万元。”

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贷款随借随

用，每次到销售旺季，我们就贷款备货，不需要资金的时候

及时还上，能节约不少财务费用。”黄敏说，“后来我们发现

还能用存款积分兑换降息券，方便又实惠。不仅如此，微众

银行还帮助我们对接投资机构，增强企业后续发展动力。”

众多科技型小微企业在银行的帮助下步入快速发展阶

段。2017 年，微众银行推出线上无抵押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产品“微业贷”，并延伸出服务科创型中小微企业、供应链上

下游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无接触的数

字信贷服务。目前，累计 340 多万家小微企业申请过“微业

贷”，授信金额超 1.1 万亿元。

“今年以来，企业贷款需求增长较快，新申请贷款的客

户也在增加，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用款需求更旺盛，说

明企业信心明显增强。”微众银行行长助理公立介绍。

高效便捷的贷款背后有金融科技助力。公立介绍，微

众银行依托数字化大数据风控、数字化精准营销、数字化精

细运营 3 个数字化模式，走出了一条“成本可负担、风险可

控制、商业可持续”的道路，缓解了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服

务时面临的服务成本高、风险成本高、运营成本高难题，有

效降低了小微企业获得融资服务的门槛，也为企业获得优

惠贷款创造了条件。

具体来说，微众银行通过数字化方式解决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再结合企业主个人的信用状况，建立双维度模

型，自动审批企业贷款，进行差异化的风险定价，快速计

算出每家企业的贷款额度、期限和利率。而且这个风控

过程贯穿企业经营全周期，可以精细地运用到贷后管理、

风险预警等各个环节。数字技术也能帮助银行在互联网

上广泛、精准地找到潜在客户，实现精准营销。在整个贷

款过程中，微众银行还利用数字技术，按照行业、区域、企

业发展阶段等因素精细划分客群，针对不同客群提供差

异化的服务和产品。

“数字化水平和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让我们整体的

组织架构、运营方式不同于传统银行，也带来了全新的产品

和服务体验。”公立说。

首贷户是衡量普惠金融服务质效的一个重要指标。截

至目前，“微业贷”超过 50%的授信企业客户都是在银行没

有过企业贷款记录的“征信白户”，2020 年、2021 年两年新

增企业贷款首贷户达到 10 万户，2022 年全年新增小微企业

首贷户 6.2 万户，实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扩面增量、降本

增效。

贷款资金成本是小微企业融资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公

立介绍，微众银行通过多种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与政府

性融资担保公司开展合作，多方分担贷款风险，助力扩大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覆盖面。担保费则由银行承担，减少企业

额外的负担。截至 2022 年末，政银担累计发放担保贷款超

过 140 亿元。

去年“微业贷”业务新增小微企业
首贷户6.2万户，微众银行——

以数字科技创新金融服务
本报记者 欧阳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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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

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4 月

是春灌高峰期，水利部聚焦粮食

主产区、水资源紧缺地区，全力保

障春耕生产用水。截至 4月 17日，

全 国 已 有 2800 多 处 大 中 型 灌 区

开展春灌，累计供水超 156 亿立

方米，灌溉面积超 1.6 亿亩，春灌

进度已接近五成。

水利部门着力提高水源保障

能力，通过联网、补网、强链，充分

挖掘现有工程调蓄和供水能力，

尽最大可能增加灌溉可供水量。

长江流域灌区在做好常规水源保

障的同时，提前开展抗旱机井维

护管理，努力开辟新水源。黄河

流域灌区充分考虑引黄涵闸改建

的影响，做好临时供水保障，确保

春灌用水不受影响。

水 利 部 指 导 地 方 根 据 作 物

种植结构及需水要求，科学制定

灌区灌溉计划，强化降水、来水、

蓄水、供水等信息监测，优化灌

溉用水调度，科学合理配水、精

打细算用水；严格落实大中型灌

区取水许可制度，实行用水总量

控 制 和 灌 溉 用 水 定 额 管 理 。 此

外，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管

护水平，督促地方加快灌区建设

和改造项目实施进度，推动农田

水利专业化管护，打通农田灌溉

“最后一公里”。

今年，水利部聚焦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依据在建或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有效结合国家水

网和省级水网建设，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扩大耕地灌溉面

积，将再改造、再新建一批大中型灌区，不断夯实农业生

产水利保障，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快编制全

国农田灌溉发展规划，结合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

设，布局建设一批灌区，为我国农田灌溉发展做好顶层设

计。在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上，今年水利部将再开工一

批新建大型灌区，实施 500 处以上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

项目，进一步完善灌排工程体系，截至目前，已开工 120 余

处灌区建设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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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18 日电 （记者韩鑫）交

通运输部近日印发《2023 年开展关心关爱

货车司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提出，今年将聚焦货车司机停车休息等

实际需求，推选宣传 100 个服务优质、经济

实惠、安全便捷的品牌服务“司机之家”；同

时，推动 10 个省份利用财政性资金等多种

方式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推出针对货车司机

的免费“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

按照《方案》安排，今年 5 月底前，交通

运输部组织对各省（区、市）高速公路服务区

运营情况进行了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

10 个推出“车货无忧”公众责任险的省（区、

市）。8 月底前，推行“车货无忧”保险的省

（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推动相关保险

落地实施，为货车司机创造安全的服务区停

车休息环境。9 月底前，交通运输部会同中

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对各省推荐的品牌服务

“司机之家”进行现场验收，确定公布 100 个

品牌服务“司机之家”。

聚焦货车司机实际需求

交通运输部将推百个品牌服务“司机之家”
本报银川 4月 18日电 （记者秦瑞杰）《宁

夏回族自治区采矿用地保障实施细则（试行）》

近日印发，明确宁夏将从统筹规划用地、计划

指标配置等方面，进一步规范采矿用地管理，

激励存量采矿用地复垦修复利用。

采矿用地指符合产业政策的采矿采石采

砂（沙）场 、砖 瓦 窑 等 地 面 生 产 用 地 及 排 土

（石）、尾矿堆放用地。对于此类用地，宁夏要

求合理确定采矿项目建设用地和存量采矿用

地复垦修复项目的规模、布局和时序，并将采

矿项目纳入规划项目清单。同时，严格落实管

控要求，原则上不得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

护红线内规划采矿项目用地。

此外，宁夏鼓励各市、县（区）和采矿企业对

各辖区内存量采矿用地进行复垦修复，腾退指

标用于保障辖区内新增采矿项目或企业采矿用

地需求。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鼓励想使

用新增建设用地的采矿企业进行复垦修复。复

垦修复产生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原则上

专项保障新增采矿用地，可跨年度节转使用。

激励存量用地复垦修复利用

宁夏进一步规范采矿用地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