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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博览

商务部等13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了《关于推动品牌连锁便
利店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从
加强规划政策引导、深化“放管
服”改革、推动品牌化发展、创
新智能化经营、发展新型连锁
等五方面，提出18项政策措施，
以优化便利店网点布局，优化
营商环境，优化商品供给，优化
消费体验，力促连锁便利店建
设，提升行业发展水平。

这次13部门联合印发的意
见，是在贯彻落实2019年8月
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
意见》中有关便利店发展的要
求，那么，在政策逐渐细化落
实，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2020
便利店行业能迎来发展的春天
吗？畅想2020年前，我们先来
回顾下2019年，然后一起来关
注几点关键点：

2019年便利店过得好吗？

至少从与身边从业者的交
流中可以看出，2019年大家过
得没那么好。当然这不能代表
全部，便利店发展到今天，是可
以听取更多不同声音的。

身边一家老牌连锁便利
店，持续下滑关店；另一家当地
连锁，优质供应商大量退出，这

两家门店数都在百家以上；另
外两家这几年发展起来的便利
店，依然在持续找投资方，可以
说，大家并没有过得像外界想
象的那么美好。

原因何在？同业竞争、异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运营成本的居
高不下，很难真正差异化，消费
者选择越来越多等等都是原
因。但一个正在找投资，做得还
不错(包含商品、运营等层面至
少看起来还不错)的朋友说了一
句话：有钱就好过，没钱就难过。

确实如此，特别对于处于
发展期的便利店品牌来说，平
台与供应商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小，供应商对于合作条件越来
越敏感，也不再像多年前一样
处以绝对乙方地位，承担风险
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有钱才
是硬道理，当然，此处不再深入
剖析。

零售行业发展了那么多
年，笔者总结了一点：

当外人都在看好我们时，
其实我们没那么好；当外人都
在看衰我们时，其实我们也没
那么差。

政策落地问题：
提一个类似的话题：夜间

经济。这也出现在了《关于加
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
见》，现如今进展如何呢?大家可

以查看下去年上半年、下半年，
最近的一些关于各城市夜间经
济的相关报道，大家心中会有
答案。

去年下半年笔者写过一篇
关于夜间经济的文章，也和有
关人员详细聊过，至少从身边
看到的、经历的，现在看没有太
大的起色，之前出现的一些问
题也没有很好的解决。

雷声大不是坏事，雨点也
下下来了，但怎么下，在哪里
下，下多少，下完了要做什么，
这都是政府相关部门以及行业
需要多多思考，落地的。当然，
一系列的政策、举措是需要时
间的，如果为了做而做，匆忙上
阵，反而不好。

便利店的政策推动同样
如此。

从提出便利店发展的要
求，到《指导意见》18条措施的
下发，每一条措施都有对应的
实施部门，也可以说是责任部
门，我想从业者们更关注的是
具体可落地的时间以及具体的
可实施措施：比如优化食品经
营许可证条件，简化药品审批
手续等，一些支持的政策如在
优化商品供给中给与适当用地
支持具体如何实施等，这都是
大家下一步更关心的。

加深了解，追踪过程，重在

落地。

2020年便利店发展建议

便利店不是一个新生行
业，其实依靠其自身的市场、行
业调解能力，发展下去也没问
题，但加上政府部门的引导，行
业自身应该给自身提出更高的
标准。

个人的几点建议：

一、关注政策、用好政策
这应该是便利店行业今年

应该特别关注的一点，特别是
《指导意见》中多项措施的具体
落实情况。

政策的关注度，是否能用
好，结合好，会是形成企业差
异化、企业优势的重要推动力
之一。

二、合理合规的赚取利润
便利店并不是一个新兴行

业，也不是所谓的风口，合理合
规的去赚钱，是每一个领头人
应该思考的。

合规：各项政策越来越完
善，越来越规范，这对社会是好
事，不合规的钱，一定不能再
碰。

合理：合规是外部约束，合
理是内部约束，或者说合规是

法律约束，合理是道德约束。
再走下去，零售行业一定属于
关注合理赚钱，加强内部约束
道德约束的企业。

三、合作共赢
合作共赢也不是一个新概

念，但真正能持之以恒，关注到
细节点的企业并不多。

对内合作，对外合作，行业
间合作，跨界合作，政府合作等
等，所有的合作都是机会，都是
便利店行业发展应该重视的部
分，当然合作中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利益链、关系链，把利益链
关系链纳入到企业良性发展的
轨道当中，是需要费些心思的。

四、基本功
不知道多少同行还在强调

基本功，还在关注基本功，还在
真正落实基本功，如果忽略了
基本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在目前的大环境，竞争环
境下，基本功的缺失，基本功的
忽略，追补起来太困难了。一
是时间，二是习惯很难改变，三
是时间长了，你的团队文化很
可能就是不重视基本功的。

关注政策，用好政策，垒实
基本功，合理合规的赚取利润，
便利店从业者们抓住良机，
2020或有突破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最近从北京市商务局
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市近5000家品牌
连锁便利店已基本恢复正常经营。同
时，随着各行业全面复工复产，将组织
运力进一步加大物资调运，确保市场
供应。

据介绍，市商务局按照全市统一部
署，一手抓防控做督导，一手做服务保
供应，组织开展应急保障演练，建立“点
对点”监测补货保障机制，引导便利店
企业跨行业按需对接共享员工，支持便
利店企业全力做好首都民生保障工作。

事实上，自疫情发生以来，便利店
作为离社区居民最近的商业零售业态，
在保障民生用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坚
持做到“三不一优”：不停业、不断供、不
涨价，优化服务。

疫情期间，针对春节员工在岗少、
疫情防控任务重的实际，7-11、好邻居
等企业科学调配员工，采取鼓励员工尽
量不离京、及时召回周边省市员工、与
相关餐饮企业共享员工等方法，充实门
店一线员工，确保门店尽量不停业。

在商品调配上，针对疫情期间部分
商品短缺的情况，多点、便利蜂、全家等
企业紧急调度大批面包、牛奶、方便面、

火腿肠、纯净水等生活必需品进京，确
保门店不断供。全时、罗森等先后宣布
对食品饮料和口罩等防护用品不乱涨
价，确保商品价格平稳。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7-11、便利
蜂、全家、全时等连锁便利店全力配货，
已累计供应口罩100余万只。坚持延长
营业时间，便利蜂、7-11等企业克服重
重困难，大部分门店坚持24小时经营，
全力服务消费者。

此外，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时，便
利店企业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来优化
服务。好邻居与旷视科技合作研发了
XBrain数字化工具+大数据工作平台，
实现云计算可视化运营和在线管理，强
化FastX自助/无人化的前台能力，探索
在部分门店开展红外线体温识别和影
像顾客特征识别，降低接触风险，节省
一线人力。便利蜂在加大网络营销配
送的同时，借助智能化系统认真落实
“点对点”监测补货保障机制，大大提升
缺货商品补货效率；启动“无接触配
送”，与消费者约定外卖商品放置地点，
用户收货后通过APP确认收货，进一步
创新优化服务。

（北京商报）

1.观察、物理治疗。cobb角10?
~20?的脊柱侧弯需进行物理治疗、
肌肉锻炼，并密切随访观察。物理治
疗包括脊椎推按手法、运动疗法和针
灸理疗；肌肉锻炼包括腰背肌肉等核
心肌群的锻炼，以增强肌肉对脊柱的
保护作用。

2.支具治疗。cobb角20?~40?
可进行支具治疗，应根据侧弯的类
型选择相应支具，一般以硬性支具
为主，大多需要定制。但应用支具
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或延缓进展，
而非矫正畸形。支具在脊柱停止生
长后将不再有效。停止生长的表征
通常在女孩开始月经两年之后，男
孩需要每天刮胡子、不再有明显的
身高变化时。

3.手术矫正治疗。仅适用于小
部分角度较大（cobb角40?以上）、
或者是角度加重较快、保守治疗无效
的患者。对于先天性脊柱畸形、神经
肌肉源性的脊柱畸形，这些患者可能
需要脊柱外科医生尽早进行手术干
预，以免出现侧弯相关的心肺功能障
碍。前述病例中小李严重脊柱侧弯
（cobb角60?），为避免进行性加重
（造成畸形、呼吸或心脏问题），予以
手术干预。

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青少年脊
柱侧弯？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由于青少年脊柱十分柔韧，为
了较好保持脊柱的生理弧度，应选择
睡硬板床。

2.孩子的枕头应以低而柔软为
好。睡觉时，宜让孩子的整个肩背
部一起置于枕头上，以减轻颈部的
屈伸力。不宜让孩子长时间、长期
趴着睡觉。

3.避免用单肩背书包。长期背单
肩包可能导致孩子高低肩，继而发生
脊柱侧弯。

4.坐的姿势要正确，写字、看书时
要坐正，同时应适当地变换体位与休
息。

5.教室外的运动，应注意避免从
高处往下跳。

数据显示，中老年人的“侧弯症”
80%源于少时。我国目前约有500多
万青少年患有脊柱侧弯，且以女性居
多，年龄段多集中在10~16岁。很多
孩子被发现脊柱侧弯时已经弯曲得
很厉害了，达到了30?甚至是40?，
那时就不得不进行手术治疗了。防
治脊柱侧弯关键在于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应在学校内和家庭教育
中推广脊柱侧弯和防治知识，定期进
行脊柱侧弯的筛查。如果发现有脊
柱侧弯的现象，应尽早去专业医疗机
构进行全面评估与治疗。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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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的春天到了？
□ 联合商业高级顾问 刘国正

北京近5000家品牌连锁
便利店基本恢复正常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