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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虽
对餐饮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但推动了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
仅 2020年第一季度，就有超过五
成的必吃榜餐厅上线美团外卖。

中国饭店协会等机构发布的
《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中国外
卖产业发展报告》 中预计，2020
年中国线上餐饮在整个餐饮行业
中的占比将超过20%。

据 艾 瑞 咨 询 的 调 查 数 据 显
示，2019 年中国餐饮外卖产业规
模为6536亿元，相比2018年增长
39.3%；2019年全年外卖产业渗透
率达到14.0%，同比2018年提升3
个百分点。

“外卖+老字号”“外卖+火
锅”“外卖+新零售”等新业态不
断涌现，不仅让顾客品尝到新鲜
出炉的菜品，也给消费者带来更
多新鲜的外卖就餐体验。

新方式+新体验

王 宁 是 一 名 在 北 京 的 上 班
族，所供职的公司离家里并不
远。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他
打开手机，下单了一份健身餐。

“我一般习惯在回家前点好外卖，
等我走回家里的时候，外卖差不
多也就到了。”王宁告诉记者，

“曾经也有段时间自己做饭，一来
比较耗费时间，二来跟合租的室
友难免有味道不一样的时候，所
以，现在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点外
卖，炒菜、快餐、健身餐，选择
很多，想吃什么就可以点什么。”

如今，消费者希望吃到种类
越来越丰富的外卖菜品，餐馆也
在不断创新，尤其在疫情期间，
外卖成为传统餐饮饭馆突破危机
的好帮手。

位于广东佛山的东灶鱼头火
锅店如其名，主要经营鱼火锅，
之前全部都是堂食，今年受到疫
情影响，到店的顾客少了许多，

“我们留意到，别的餐馆纷纷开始
推线上外卖，所以我们也在今年
2月份开始推出了外卖产品。”东
灶鱼头火锅外卖运营负责人苏晓
冰告诉记者，“一开始，我们主要
是提供涮火锅的半成品，比如处
理好的鱼肉和菜品，还配备有我
们店里秘制的汤料，消费者下单

后就可以在家里直接涮着吃。”
“后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

好，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回归正常
的工作岗位，但还有一些人对堂
食有顾虑，所以我们对外卖菜品
加了一些创新，上新了冒菜这一
品类，无须顾客自己再进行加工
即可食用，适合顾客在更多的场
景里食用。虽然客单价降了，但
外卖量大幅增加，这对提高我们
店里的知名度也很有帮助。”说起
店里开辟外卖业务，苏晓冰显得
劲头十足。

线上+线下

鹿鸣春是位于辽宁沈阳的一
家老字号，其制作的辽菜深受消
费者的欢迎。如今，这家成立至
今已有近 100 年历史的老店，也
已经加入了互联网外卖的怀抱。

“美团等互联网外卖平台一开
始上线的时候，我们鹿鸣春就入
驻了。”沈阳鹿鸣春饭店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素丽告诉记者，“目前店
里的外卖既有能直接食用的食
材，也有可以在家加工的半成
品。外卖能够为店里产品的销售
开辟更多的渠道，能够让更多的
消费者更方便地吃上我们地道的
老字号辽菜。”

事实也正如鹿鸣春所做的那
样，线上外卖可以和线下堂食有

机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
单照搬，同样需要下一番功夫。
张素丽表示：“一方面，我们根据
外卖与堂食的不同特点，从原有
的食材中选择了部分适合做外卖
的进行配送；另一方面，我们也
在开发专门用于外卖的菜品。这
样既能提升我们老字号的影响
力，又能形成线上线下差异化、
互为补充的良性循环。”

尽管鹿鸣春已经开辟外卖业
务很多年了，但其仍在对外卖进
行不断的探索与尝试。“现如今，
直播带货非常火爆，我们也跟很
多平台合作，通过直播的形式推
广我们的外卖商品。”张素丽表
示，身为老字号的鹿鸣春在外卖
业务上还很年轻，也希望借助外
卖让老字号的声望传播得更广，
未来，店里在外卖业务上还将有
更多创新。

时效+保鲜

与快递的时效性不同，外卖
需要的是较短时间内精准送达，
因此对配送时间和食材保鲜都有
较高的要求。

盒马鲜生以其集超市、餐饮
店、菜市场于一体的经营模式，
近年来受到消费者的喜爱。盒马
负责人表示：“用户通过APP下单
后，盒马拣货员在 3 分钟内完成

各类商品的分拣，上传悬挂链后
会在 3 分钟内传输进入内场，内
场一套扶助分装打包系统 3 分钟
内完成冷、热不同的分装打包。
最快 9 分钟送到快递员手中，20
分钟内完成配送。”

这短短的配送时间背后，需
要下一番准备的功夫。首先，盒
马鲜生坚持直采模式，如赣南
橙、阿克苏苹果等商品，盒马会
直接到基地建品控、采购，整批
加工检查中心；蔬菜、肉类等商
品也与当地企业合作，早上准
备，下午即可送到门店售卖，这
样便能保证外卖产品的质量。其
次，盒马改造了传统零售模式，
以更加精准的目标消费者定位，
利 用 互 联 网 和 大 数 据 ， 将 人 、

货、场等传统商业要素进行重
构，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
全国两百多家盒马鲜生门店的线
上流量大增，是去年同期的 2.8
倍，比节前消费最高峰也涨了 1
倍多。

“胡椒猪肚鸡锅、罗宋汤、韩
式部队锅、日式寿喜烧，从 2018
年以来就是盒马的常青款半成品
菜，到了 2020 年春节至 2 月上
旬，一下成了卖得最好的单品，
日均销量是平时的十倍之多。”盒
马工坊采购负责人张千表示。

如今，盒马已经建立起 41个
常温和冷链仓、16个加工中心，4
个活鲜暂养仓，能够支撑 30分钟
达、次日达、3 日达等多种履约
模式。

此外，盒马鲜生、盒马 mini
等具有差异化的门店，也能够满
足不同人群和场景的消费需求，。

如果说，快递改变了人们去
商场采购日用商品的习惯，那
么外卖作为专业食品快递服务，
也将为消费者带来更方便迅速的
舌尖上的满足。可配送，可自
取，可直接食用，也可按照自己
的口味进行烹饪，如今的外卖给
消费者带来越来越多的选择，“外
卖+”让消费者品尝到更多的新
鲜味道。

上图：在重庆小天鹅火锅标
准化生鲜火锅外卖门店内，工作
人员在清点马上发货的外卖订
单。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下图：北京西城区虎坊桥的
京天红酒家推出了“荡秋千”外
卖方式。杜建坡摄 （人民图片）

“外卖＋”让你尝鲜
本报记者 刘发为

这 个 季 节 ， 广 州
黄埔的荔枝红了。

岭 南 荔 枝 有 “ 三
杰”：笔岗糯米糍、萝
岗 桂 味 、 增 城 挂 绿 。
黄埔独占其二。笔岗
是广州黄埔的一个村
子；萝岗以前是广州
的一个行政区，现在
归到了黄埔。

“糯米糍”，字字
有“米”，即便不见荔
枝，也觉得好。据说
古 代 称 之 为 “ 水 晶
丸”，指的是剥开皮之
后 ， 瓤 像 水 晶 一 般 ，
晶 莹 剔 透 又 小 巧 玲
珑，想想就会流口水。

糯米糍荔枝较其
它外形略大，去皮之
后 ， 肉 很 厚 ， 核 又
小。入口，果肉嫩滑
清甜，水分极足；鼻
翼间弥散着糯米的清香，好吃的不得了。

桂味也不错。桂者，桂花。有桂花香的荔
枝，闻着香，吃着也香。糯米糍、桂味，都是
天地之精华。

黄埔有近 1 万亩荔枝树，这万亩树聚在一
起，便是广东最大的古荔枝群落聚集地之一。

你若有幸能吃到百年荔枝树之果，那是福
气。那果儿，味儿厚、浓、甜，让人回味无
穷，余味悠长。

荔枝，一定要吃新鲜的，就如同吃菜要吃
“起地鲜”。我小时候，母亲从地里割一把韭
菜，洗干净；从鸡笼里摸出两个热乎乎的鸡
蛋，炒一盘韭菜鸡蛋，那叫一个香。

吃荔枝，如果能边摘边吃，那真是惬意。
它有皮，不用洗。但你不能乱揪，乱扯。每棵
树都有主人，主人同意，你才能摘；你对一棵
树的态度便是对主人的态度——岭南人世世代
代与荔枝相伴，这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年近半百，我知道了，人对食物的尊重，
是修养，也是文化。

夏季，来黄埔，寻一处田园，一边是山，
一边是水，山水之间，是古老的荔枝林。你摘
一篮荔枝，慢慢地剥，轻轻地咬，细细地品，
轻风细雨之中，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若能站在一棵百年之木下，听风，看云，
吃果子，要心生感动与崇敬，那是穿越风雨沧
桑之后的一次相见，是大自然给予的隆重礼遇。

将荔枝作为赠品的历史传统，最远可以追
溯到 2000年前的汉代。彼时，番禺 （萝岗原属
番禺） 产荔枝、龙眼，岁岁进贡，长途跋涉远
运长安。唐代中叶，荔枝更是远销国外。更不
用说，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让岭南荔枝名扬天下。

最甜的荔枝，要献给最可爱的人。今年最
可爱的人，是战疫英雄。

前不久，2020 年“荔久弥新”黄埔荔枝文
化季之致敬英雄专场分享会在广州市黄埔区贤
江公园举行。在一棵棵芳香四溢的古荔枝树
下，来自黄埔的战疫英雄，分享战疫故事，品
尝百年古荔。

英雄们的故事，为古老的荔枝林作了新的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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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四次来到小城嘉荫，
但内心依然充满热爱，激动满怀，
就像第一次来时一样。

嘉荫是一座位于黑龙江省的边
境小城，我初来时，便道不清缘由
地爱上了它，爱它的宁静，爱它边
上流过的黑龙江，爱它与恐龙结下
的情缘……

我说不全爱嘉荫的所有原因，
但我也确实说不出，哪怕只是一条
不喜欢嘉荫的理由。嘉荫于我来
说，就是这样；我于嘉荫，或许也
是这样吧。

每次来到嘉荫，我都会产生走
到天尽头的错觉，这不仅有嘉荫与
俄罗斯隔江相望，以黑龙江主航道
为国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嘉荫
有着广阔的视野。大地、天空、江
面一览无余，人到此处，见到大自
然无限宽广的胸怀，便会不由自主
地忘却了藏私之心。

有人说，嘉荫最美的是黑龙江
上的晚霞，没错，最美不过夕阳
红。大江东去，静水流深，长而阔
的天空上，晚霞灿烂得没有遮拦
……一轮夕阳在天水相接处，那么
安详。

我行走在临水的岸滩上，好奇
心驱使我不断去探看那些晚钓的老
渔翁身旁的鱼篓，我想看看他们钓
了多少，都钓了些什么鱼，钓的鱼
大不大。等我走远的时候，回望晚

钓的老渔翁，夕阳映照下，“天地
一钓竿”，像极了一幅镶着金色边
框的剪影。

若干游泳爱好者，在大江里尽
情地遨游，体验着顺流逆流的快
感；江边带孩子玩的、遛狗的、拍
照的、喝酒的、洗车的……他们共
同呈现着只属于江边小城嘉荫特有
的原汁原味的生活。在江面之上的
一个广阔平台上，一群大爷大妈穿
着艳丽，正在鼓乐声中欢快地跳着
广场舞，对着黑龙江，对着俄罗
斯，在苍茫的天地间畅快地起舞。

此时，友人的电话响起，说想
带我去东湖。不得不说，是方位给
了国人命名地名最初的灵感，于
是，各地东山西山南山北山有之，
东门西门南门北门有之，东城西城
南城北城亦有之。湖也如此，杭州
有西湖，嘉荫有东湖。

友人带着我，先是参观了东湖
旁的特色民宿，一副农家院模样，
但各类现代设施却一应俱全，阶下

种着各类蔬果和鲜花，那一大片迎
风摇曳的格桑花哟，像是欢迎外宾
的儿童跳舞时绽放的脸庞。

我们来到东湖边上，望着无垠
的水面，看“风行水上，自然成
文”，我正陷入自我陶醉的忘情沉
思中，当地的朋友打趣道：“您左
手边是黑龙江，右手边是东湖，此
刻您已经身在‘江湖’！”说完，她
就咯咯地笑了起来。在嘉荫这片纯
净无瑕的土地上，此时此地身在

“江湖”的我，头脑里最早蹦出的
词是“侠义”和“担当”。江湖，
也从来不缺少温情和爱意。

嘉荫清凉如水，黄昏静谧如
兰，此刻黑龙江上的晚霞特像我姥
姥脸上慈祥的笑容。一切都充满了
岁月洗礼过后的从容，生活沉淀之
后的淡然，但又像一切都还没启用
前的清新如初，像刚刚从天地混沌
里挣脱后的芙蓉出水。

下图：伊春市嘉荫县城江滨广
场一隅 李绍军摄

边城嘉荫享从容
施立夫

边城嘉荫享从容
施立夫

日头微隐在灰色的天幕，没有一
丝风。此刻的我，静静地站在山西万
荣县闫景村李家大院的广善门前。

青砖砌就的高大门楼上挂着“李
家大院”和“慈善世家”两块横匾。
红艳艳的灯笼高悬，为青灰色的门楼
点彩，两侧的刻字长联道出了李家大
院以农耕起家的淳朴本质。进得广善
门，红灯引路，整个大院收拾得干干
净净，樱花、榆叶梅、紫薇等花木，
充满了蓬勃生机。

整座院子占地有近千亩之大，精
致的四合院，精美的雕刻艺术，令游
人无不啧啧称赞。在老区各个堂院间
穿行，到处充盈着古朴凝重的气氛，
也让我这个不懂建筑之辈大饱眼福。

同福堂的院门楼与日常见到的民
间建筑不同，而是借鉴了欧洲哥特式
建筑的风格，配以晋南传统民间砖雕
艺术，融中西建筑文化而成。二进院
门则为传统建筑形式，门楼上的木雕
有锦鸡牡丹、二龙捧寿等图案，线条

明朗，雕刻精细。私塾院月亮门内装
有日式推拉木门，美观实用，门楼上
七层镂空的砖雕精美绝伦，造型生
动，门内两侧的砖雕联“知道诗人赋
绸缪，止邱黄鸟叶绵蛮”，先由书写
者在泥坯上用手指写好，再由工匠烧
制而成，其中“绸”字已经脱落，彰
显岁月沧桑。同德堂的院门构造巧
妙，暗藏六道机关，进出各有三道，
表面上很难发现。

古民居群落里，最不可或缺的是
一座座民风淳朴的影壁。李家大院的
影壁各式各样，在一次次转厅进堂之
间，无不给我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建造于1711年的一字影壁，是李
家大院砖雕工艺的经典之一，镂空雕
的斗拱，东边是鹿鹤同春图，西边是
松鹤延年图，中间是麒麟八祥图，四
周辅以精细的雕花，让人惊叹雕刻艺
人的高超技艺。

同福堂的影壁由八字影壁和一字
影壁组成，好像一个大门敞开，正在

迎福纳祥。十二面影壁造型独特，人
物、瑞兽、花木，雕刻栩栩如生。主
宅院外的廊院东墙是一座影壁，上面
的砖雕“司马光砸缸图”精致光亮，
活灵活现。让人从中既欣赏到优美的
砖雕艺术，又可见当时的李氏家族对
私塾教育的高度重视。

西康门南边的墙上是一座百善影
壁 ， 上 面 用 各 种 字 体 雕 着 365 个

“善”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规规
整整，有的圆润，有的豪放，有的俊
秀，有的洒脱，其字造型据说取自
商、周、秦、汉等历史时期的书法名
家之手笔。这座影壁是以告诫后人，
一年 365 天，每天都要行善，才能积
德。李家虽贵为富商，但质朴、善良
的民风由此可见一斑。

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
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这是李氏
家族能够在山西兴盛多年所一直奉行
的宗旨和秉承的要义。

李氏家族善行展厅里，一幅幅雕
塑场景图尽显民风家风之淳朴，吸引
了大量游客驻足欣赏。浏览下来，主
要有四：一是清光绪二十年，村民百
余人因洪灾而衣食无着，李氏家族拿
出钱粮，帮村民重建家园。二是上
世纪二十年代末，山西连逢大旱，李
氏兄弟倾力相救，甚至自家举债赈济
灾民，使许多人得以存活。三是抗日
战争时期，在西安市的甜水井街靠南
城墙边修建了一个可容纳百余人的防
空洞，使村民免遭日寇轰炸。四是
1938 年 6 月，时居西安的李家人，救
济因河南花园口决堤事件逃亡西安的
难民。我们都知道，人做一件善事
易，做很多件善事难，做一生甚至几
代人皆做善事更是难上加难。然而，
李家人做到了。

善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
史的烟云散去，人生的风尘漫卷，远
去的是李家大院曾经的辉煌，留下的
是一座古居大院。你来了，我来了，
他来了。走进这座大院，打捞起一段
地域文化的精神密码，让善良常在，
让美德永恒。这，或许就是大院留存
下来的意义吧。

上图：李家大院 来自网络

走进李家大院
张海峰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