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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万花筒R

“ 线 下 体 验 ，线

上下单，进口免税商

品隔日寄到家，这种

购 物 方 式 既 轻 松 又

新 鲜 ，真 是 太 方 便

了！”近日，在位于北

京 朝 阳 区 香 江 北 路

赛特奥特莱斯的“王

府井全球购”跨境体

验店，消费者陈女士

感慨道。

走 进 体 验 店 ，近

200 平方米的店内陈

列 着 进 口 美 妆 、香

化 、护 肤 商 品 ，价 格

从 150 元至 2000 元不

等 。 每 种 商 品 的 价

签 上 都 有 一 个 二 维

码，手机扫码后可以

跳 转 到 线 上 小 程 序

商品页面，并提示由

天 竺 综 保 区 内 的 跨

境仓发货，京津冀地

区 可 实 现 发 货 后 次

日送达。

“ 新 场 景 既 带 来

了实体店的体验感，

又 能 享 受 线 上 购 物

的价格优惠，进店成

交 转 化 率 远 高 于 一

般 实 体 店 。”北 京 海

关 所 属 天 竺 海 关 副

关长肖国英介绍，由

于 店 里 展 示 的 商 品

均为保税商品，减少

了资金占压，企业的

经 营 成 本 得 到 大 幅

降低，可在价格上让

利 消 费 者 ，实 现

双赢。

为 保 障 商 品 快

进快出，北京海关及

时回应企业诉求，有

针对性地将审单、查

验 与 放 行 等 环 节 无

缝衔接，确保进口货物第一时间出区。

“政策给力，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下一步将

在全国布局新网点，将线下体验、线上下单、线上直

播间等多重营销场景联动。自亮相以来，‘王府井全

球购’跨境体验店进店成交转化率达 27.3%，势头良

好，在跨境电商新赛道上抓住了新机遇。”王府井免

税数字零售公司体验店运营负责人李汐岩对免税购

物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在扩内需、促消费的大背景下，国内免税市场蓬

勃发展。今年一季度，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

物金额 169 亿元，同比增长 14.6%。 4 月 1 日起，海南

离 岛 免 税 新 增“ 即 购 即 提 ”“ 担 保 即 提 ”提 货 方 式 政

策。政策落地首月，海口海关共监管“即购即提”免

税购物金额 3.48 亿元，购物件数 36.28 万件。

专家表示，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免税经济方

面具备较强的优势。创新消费场景，推动发展免税

经济，有利于引导消费回流。同时，也能推动消费升

级 ，带 动 旅 游 购 物 与 国 际 接 轨 ，助 推 现 代 服 务 业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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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自 4 月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

一年半的数据治理，以“五大举措”促进企业信用监管

数据质量全面提升，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统一数据标准。立足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监管标准

体系建设，推进信息公示、信息归集、信息共享、信息应

用、信用修复等各领域数据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完善

信用监管业务规则。加强数据全链条闭环管理，确保

数据管理依法合规，防范安全风险。

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数据标准执行，健全信息录入

的校验机制，强化企业填报信息完整性与逻辑性的审核

提示，提高归集信息的全面性。强化问题整改，实施常

态监测。建设企业信用监管数据质量监测系统，实现

数据质量自动化、智能化、常态化监测。鼓励各地探索

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进一步加大数据质量监

测力度。拓展数据应用，整合更多部门年报渠道和数

据项目，避免企业重复填报，减少误填误报。加强与专

业领域业务对接，丰富数据应用场景。 （林丽鹂）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企业数据治理

本报电 近日，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业生

产资料与棉麻局指导、中国农资流通协会主办的 2022
年 度 中 国 农 资 经 销 商 年 会 在 北 京 举 办 。 年 会 发 布

“2022 年 度 中 国 农 资 行 业 企 业 信 用 等 级 评 价 报 告 ”

“2021/2022 年农资流通行业发展报告”以及“农资流

通行业典范企业报告”。与会嘉宾围绕深耕流通主业、

创新农资经营服务、推动绿色转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表示，农资行业要立足服务国

家粮食安全，把握农资供应、农业生产面临的新形势，

强化科技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

换增长动能，以更多新服务适应新变化、打造新优势、

赢得新发展。 （齐志明）

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在京举办

■市场资讯R

■市场漫步R

今年以来，餐饮消费恢复向好，市

场销售稳步增长，不少餐厅门口又排

起了队。很多餐饮企业聚焦消费新需

求，推进餐饮和旅游、会展等产业融合

发展，推出更有文化味的新产品，努力提供更

加多样化、个性化的餐饮消费体验，进一步激

发了餐饮消费的活力。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

示，“五一”假期全国重点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

增长 57.9%。

餐饮业营业收入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 10%以上，吸纳就业超过 2000 万人，

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点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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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餐饮消费的亮丽成绩，充

分展示了我国餐饮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和巨

大潜力。

要继续大力推动餐饮业技术创新、模式创

新和场景创新，特别是推动餐饮业数字化、连

锁化发展。当前，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

多元，相关企业要加强创新，持续推出新的产

品和服务，同时要研究不同渠道的特点，积极

应用新技术，提高运营管理各环节数字化水

平。相关政策要进一步鼓励餐饮企业创新，多

措并举推动餐饮业创新发展。

强化政策支持，提振发展活力。不少餐饮

企业尤其是小微餐饮企业的自我发展、扩张和

创新能力近几年受到一定影响，需要逐渐恢

复。立足当下，对一些前期实施较好的纾困政

策可考虑适当延长，帮助更多餐饮企业走出困

境，提振发展活力。

放大品牌效应，拓展发展空间。今年以

来，广东和四川等地接连举办美食节等餐饮消

费主题活动，取得了较好效果。这些主题活动

既 富 有 地 方 特 色 ，又 有 一 定 文 化 内

涵，也符合消费升级方向，有利于培

育地方餐饮文化品牌，促进消费可持

续增长。

加强安全监管，提升供给质量。

食以安为先，保障食品安全是餐饮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餐饮业自身

要建立起诚信、自我约束的机制，监管

部门要完善全链条跟进监管体系。引

导人们树立健康饮食、反对铺张浪费，

促进餐饮业健康发展和餐饮消费可持

续增长。

背靠中国大市场，餐饮消费的市场空间仍

然很大。聚焦消费新需求，营造新场景，发展

新模式，提高供需适配性，能在更好满足消费

者需求的同时，激发餐饮消费的更大潜力，实

现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推动餐饮消费加快恢复向好
王 珂

聚焦消费新需求，提高供
需适配性，推动餐饮业技术创
新、模式创新和场景创新，提
高运营管理各环节数字化水
平，实现餐饮业高质量发展

①①

本报记者在山西太原当一天饭店“服务员”——

老字号有了新模样
本报记者 乔 栋

位于山西太原市千峰南路的“林香斋”饭

店是一家老字号。抬眼看，招牌上三个字笔力

遒劲，周围灰瓦灰墙、红色雕梁外立，传统文化

气息扑面而来。

“欢迎光临老字号‘林香斋’。”走进饭店，

文化味愈发浓郁。

走廊里的黎侯虎、狮子摆件，彩色玻璃装

饰，高处的斗拱和牌匾，包厢名字则取自当地

人耳熟能详的老街老巷——柳巷、文源巷、上

官巷……这家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细

节处处勾起人们的回忆。

近日，记者来到这家餐厅当了一天“服务

员”，体验这家老字号的新味道。

餐饮复苏——
一季度营业额同比涨

了两倍

听说记者要来体验当“服务员”，饭店负责

人佟振宇早早等在门口。“今天我来带班，你当

‘学徒’。”40 岁的佟振宇话语和善，也不忘提

醒，“最近客人很多，你可别喊累。”

说话的工夫就到了三楼，在这里，从山西

各地“淘”来的木质雕花隔栏、窗格，与暗木色

的整体风格搭配，形成“晋商大院”的风格。

不到 12 点，四楼包间、大厅都已满座。家

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王浩瀚一进门，就向佟振

宇打招呼。接着，王浩瀚回头向一起来用餐的

外地朋友介绍：“今天，让你尝尝地道山西菜！”

作为“服务员”，记者引着王浩瀚一行来到

大厅，经过一处大屏时，佟振宇介绍：“这是我

们的智慧阳光厨房，你们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三

晋名菜‘过油肉’的制作过程。”

大屏上的画面显示，炒菜师傅将切好的肉

片裹上鸡蛋液和面粉，随后快速下到油锅里。

捞出后，配上木耳、辅以笋片，浇上一圈锅边

醋，一道色泽金黄的“过油肉”就出锅了。

忙完这道菜，大厨郑永红走了出来。“现

在，每天都要做 200 多道过油肉。”郑永红说，过

油肉的做法讲究，“肉一定得是猪后腿‘元宝

肉’，切成硬币的厚度；冷油下锅，肉在油锅里

‘划’一下即可，不能停留太长时间；陈醋是点

睛之笔，一道合格的过油肉，要蒜香和醋香齐

备，同时还要做到‘流油不流汁’。”

从春节到现在，“林香斋”的销售逐渐恢

复，一季度“林香斋”千峰南路店的营业额同比

涨了两倍。

数字管理——
助 力 更 精 准 服 务 、更

精细控制成本

老成持重的 80 后佟振宇，在“林香斋”当

“掌柜”已是第九个年头。

1915 年诞生的“林香斋”是晋菜的代表。

改革开放后，“林香斋”在太原市西羊市街东

口，建成一座两层楼房，当时“琉璃瓦顶、顾客

盈门”。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林 香 斋 ”进 入 调 整 期 。

2014 年，佟振宇带领团队负责“林香斋”经营。

短短 5 年时间，在太原相继开设 5 家分店，先后

获得“中华餐饮名店”“晋味非遗餐厅”等称号，

“林香斋过油肉制作技艺”及“林香斋糖醋脆皮

黄河大鲤鱼制作技艺”被列入太原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

“老字号转型，要抓住管理和营销。”在佟

振宇提示下，记者打开手机里的“林香斋”管理

软件，客户管理、订单管理、报表管理、供应链

管理等一应俱全。“这是我们的管理‘驾驶舱’，

也是掌柜的新‘算盘’。覆盖人力、财务、供应

链、营销、收银、预订等多个板块，除了 5 个门店

每天的基本营业数据、人流数据，还有菜品销

售环比分析、商品库存和使用分析、餐饮反馈

评价分析等，帮助我们更精准改善服务质量，

更精细控制成本。”佟振宇说。

在手机软件的“餐饮评价区域”，记者发现一

条红色未读提示。点开一看，只见会员评价“今

天点的虾仁炒蛋，没有以前的好吃。”根据该会员

当天的就餐桌次，很快找到这道菜的供货方、库

存编号等轨迹。店里工作人员联系顾客做了解

释，并向该顾客发放了一张 50元的代金券。

有了智慧管理平台，“林香斋”的店面管理

得心应手：“这套数字化系统上线使用 3 年多，

实现了餐饮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中午时

分，店里的大堂经理范俊丽对记者说，“要想吸

引顾客，不仅菜要做得好，服务更要做得好。”

下午 4 点半，是用餐晚高峰前的例行准备

会。“今天中午，销售最多的菜品是‘过油肉’

‘香酥鸡’‘糖醋丸子’。晚上大伙要打起精神，

加倍努力……”佟振宇给大伙鼓劲。

跨界合作——
求 新 求 变 ，让 老 字 号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

下午 5 点半以后，“林香斋”又热闹起来。

登门的还有几位特殊的客人——探店博主。

一位博主在镜头前一边品尝美食，一边做视频

展示。

“短视频最近几年比较火，我们也紧跟潮

流，做一些产品宣传。”“林香斋”公司运营经理

何庆罡说，“店里聘请了视频制作团队，5 个门

店都注册了短视频账号，同时还邀请美食博主

前来品尝宣传。”

客人多起来，民俗歌手也登场了，一首山

西民歌《五哥放羊》，回音悠扬。“我们把非遗美

食和非遗曲目相结合，让大家体验地道美食的

同时感受文化魅力。”何庆罡说。最近，饭店推

出糕点、醋和酒，并将带有“林香斋”标志的挂

历、冰糕、冰箱贴等文创产品在大厅展示销售。

消费需求在升级，商家的产品和服务也要

求新求变。针对年轻人的口味，“林香斋”在菜

品研发上增加个别偏辣口味，丰富菜品选择。

此外，还在科技感上做文章。在餐厅三楼宴会

厅，四周墙壁和中间的立柱上，都安装了电子

屏幕，屏幕上逼真流动的“海洋世界”，吸引不

少前来用餐的消费者拍照。

晚上 11 点多，送走了最后一拨客人，记者

结束了一天的体验。“餐饮消费的潜力仍然很

大，要探索更多的新型经营方式，让老字号更

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焕发出新的生机。”佟振

宇说。

本期统筹：杜海涛 王 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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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林香斋”饭店后

厨一角。

韩双喜摄

图②：顾客在店内试吃

新菜。

本报记者 乔 栋摄

图③：饭店结账处一角。

韩双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