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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关一文 近年来，新技术的
出现给消费者带来了消费新体验，同时
也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满足了人
们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新需
求。由于受疫情影响，消费者的购物方
式发生了很多变化。为此，便利蜂积极
在城市副中心进行布局。

便利蜂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陈明介
绍，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便利蜂的门
店也于2018年上半年进驻通州，为通州
的消费者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2021
年便利蜂独立运营饮品服务的零售品
牌不眠海落户通州运河商务区，作为
便民业务全量化覆盖和补充的新型业
态，为消费者提供休闲场所。目前，城
市副中心已有超过30家便利蜂门店。

“受长期疫情影响，便利蜂既面临客
流减少的消费大环境，也面临物流运输、
店铺经营等方面的难题。但是疫情也
带给企业更快速优化提升服务的动
力。”陈明坦言，疫情以来，便利蜂坚守在
抗“疫”一线，通过数字化的优势，动态调
整门店经营策略和商品策略，并加大外
卖服务的保障，更精准服务好消费需求。

目前，在全国的便利蜂门店，消费
者不仅可以通过自营App选择“外卖”
或“自提”的方式购买心仪的商品，也
可以通过第三方外卖平台进行选购。
“便利店数字化是我们一直在探索
的。”陈明表示。

便利蜂30余家门店
服务通州消费新需求

本报讯 黄伟伟“6?18”好物节前
夕，沃尔玛中国宣布众包拣货模式运
行近两年后，已覆盖所有大卖场门店，
沃尔玛O2O整体履约效能和平均拣货
人效同比实现两位数增长，并累计为
超过35000人创造灵活就业机会。

众包拣货模式通过将门店的线上
订单需求匹配“达达优拣”平台，灵活地
解决不同时段的履约需求，大幅提升履
约效能和顾客体验。众包拣货是沃尔
玛和达达联合推动的创新模式，兼具经
济和社会价值，门店可以将周边三公里
的闲置劳动力资源整合在一起，更大地
发挥弹性工作制的价值，也提升门店的
O2O履约效能。该创新模式于2020年
在沃尔玛落地，吸纳了门店3公里范围
内的家庭主妇、高校学生、超市促销员
等群体自主上岗。拣货员可灵活选择工
作时段，更自由地分配工作与生活时间。

沃尔玛中国大卖场首席营运官祝
骏表示，在零售业转型升级的阶段，沃
尔玛与达达紧密合作，不断实践和创
新，以“顾客第一”的企业价值观为原
点，持续打造商品力、提升端到端的效
率，优化顾客体验，为千家万户创造实
际的价值和便利，更好地回馈顾客和社
区。达达集团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
官杨骏表示，达达携手沃尔玛，不断创
造即时履约服务的新模式。“众包拣货”
模式，在沃尔玛率先规模化落地应用。

据悉，未来沃尔玛与达达集团将
尝试更多可能性，为零售业提效带来
更多的创新举措。依托双方数字化能
力，布局“仓拣配”全链路即时履约服
务体系。

众包拣货已覆盖
沃尔玛全国门店

疫情下的便利经济
如何兜底普惠

支撑“保供”的强大底盘

4月22日以来的这轮疫情来势凶
猛，但是保供从未断线，这得益于便利经
济的强大底盘——

批发端保“大盘”。以5月9—14日
这一周为例，全市蔬菜日均上市量2.6~2.9
万吨，处于正常或者较高水平；7家主要
农产品批发市场猪肉、鸡蛋日均上市量
保持在420吨以上，供应充足；粮油市场
供应平稳。

零售端保“备货”。自本轮疫情以
来，家乐福超市米面粮油、蔬菜水果、肉
禽蛋、防疫物资等方面备货量是日常的
2~3倍；物美超市生活必需品备货增加
平常的30%；京客隆超市启动两家配送
中心24小时应急配送机制，增加店铺补
货频次。

“最晚的一家门店是在将近凌晨一
点时才闭的店，而凌晨四点，空置的货架
已经又被填满了。”物美集团党委书记、
新闻发言人许丽娜在回忆起4月24日那
次受朝阳区疫情加剧影响，从朝阳区开
始到各区店铺出现囤货抢购现象时说
道。随着客流显著增加，菜肉蛋米面等
民生商品销售额达到日销量的2~3倍
时，物美迅速反应、快速行动，全力满足
百姓购物需求。4月25日，货架三补，米
面油1600吨，是日常补货的6倍。蔬菜
补货1500吨，是日常补货的5倍以上。

与此同时，各区及时启动监测机制，
掌握供货、售卖、库存、价格等情况。例
如西城区启用临时蔬菜储备库，对个别
超市、百姓生活服务中心补货；海淀区则
依托生活必需品“点对点”监测补货保障
机制，发挥末端监测作用，发现补货慢、
短时断货等情况，及时提示企业。

确保“稳价”的压舱石

价稳民心稳。从市统计局公布的数
据看，1—4月北京构成CPI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的价格呈现“六升二降”，而“二
降”中就包括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中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下降了0.1%。国家统计
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人
卞晶指出，综合来看，北京猪肉、鲜菜等
主要生鲜食品供应充足，一季度食品价
格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6%，影响总指数
下降约0.24个百分点。4月份北方产区
蔬菜上市量增加，同时价格季节性回落，
鲜菜价格环比直降12%。

另据市商务局在6月1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近一周，7家主要农产品批发市

场蔬菜日均上市量超过2.1万吨，处于正
常水平，批发价周环比下降近12%；猪肉
日均交易量360吨，供应平稳，价格较前
期微幅下降；鸡蛋日均上市量保持在
360吨以上，供应充足，批发价周环比下
降3.5%；粮油市场运行平稳。

据了解，为了稳价，各便利超市也付
出了巨大的努力。永辉超市作为丰台区
保供单位，价格均按照政府制定的价格
及低于制定价格进行售卖，无涨价现象；
京客隆超市，所有店铺严格执行总部统
一定价，严禁私自调价涨价；物美超市在
系统里进行价格锁定等。

创造“便民”的新场景

便利经济更强的功能还在于便民。
去年7月刚刚在地铁里“扎根”的地铁便
利店就成为最有说服力的便民“应用场
景”，其更专注于市民的潮汐购买力。面
包、三明治、咖啡、酸奶……随着全市交
通的解封，在早上7点的地铁14号线来
广营站京东便利店内看到，受上班族欢
迎的轻食摆满了整面货架。不少上班
族都会迅速地挑选自己爱吃的食品，然
后走进附近的写字楼上班。而像这样
的便利店在不同的站点主打商品也有
所不同。在地铁东单站，京轻便利店主
打义利面包、北冰洋饮料等老字号食
品；在金鱼胡同和欢乐谷站，D+便利店
针对旅游乘客引入了预包装食品；而多
家罗森便利店则主打网红产品，如冰皮
月亮蛋糕，很受上班族的欢迎。

据悉，地铁便利店也秉承着薄利多

销的原则。在北京地铁共开设36家店
的D+便利店总经理缪东表示，地铁要
求便利店同城同价，价格设置了上限，和
其他场景的店铺保持一致。“我们还会针
对地铁乘客，和银行或者品牌联手，开展
一些优惠活动，吸引乘客选购。未来还
将逐步上线一些针对地铁乘客的乘车优
惠，达到薄利多销的目的。”

一些经营者接受采访时谈道，在实
现赢利的路上，这些地铁便利店还有更
多的功课要做，比如如何使乘客更易进
入到便利店进行消费，真正享受到方便
快捷的服务；如何做好“地面”和“地下”
的服务功能的互补等。

政策工具箱保驾护航

据了解，一揽子成系统、重实效的
政策工具让“货足价稳”有了更多的
“底气”。

早在2020年2月，北京就出台了《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 促进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
干措施》，明确对受疫情影响严重或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保障市民基本生活的
重点连锁餐饮（早餐）、菜店（生鲜超
市）、便利店等网点设立项目，对其给
予房屋租金等支持，支持比例上限由
原50%提高至70%。

特别是今年4月22日，北京市政府
印发《关于继续加大中小微企业帮扶力
度 加快困难企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
施》，在零售业纾困扶持方面，对新建连
锁超市、蔬菜零售、便利店、前置仓、连
锁药店等项目给予资金支持，支持金额
原则上不超过核定实际投资总额的
50%。同时在减轻企业疫情防控支出
方面，主要是对餐饮、零售、巡游出租
车、外卖、快递行业以及从事进口非冷
链货物相关经营活动的中小微企业免
费开展员工定期核酸检测。

今年6月2日新鲜出炉的《北京市统
筹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实施方
案》中也明确，2022年对承租京内各类
国有房屋的在京注册或在京纳税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3至6个月
的房租，其中符合条件的连锁超市、便利
店、餐饮企业以门店为单位执行。

“去年一年我们用于核酸检测的费
用就达到100万元，免费政策的出台让
我们舒了一口气。而减免房租可以以
门店执行，又让我们在朝阳区省掉大几
百万的租金，感觉保供的底气又足了一
些。”许丽娜说道。 （据《北京青年报》）

通勤族在换乘站台角落里
的D+小店随手可以买到早餐、
零食；疫情居家，蔬菜直通车“直
抵”门口；深夜下单，热腾腾的宵
夜即刻送来……北京，9万多个
蔬菜零售、便利店、社区超市、末
端配送等一刻钟服务圈里的网
点就像这个城市的脉搏，全天候
一刻不停地跳动着、活跃着。特
别是今年以来，在高效统筹疫情
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
“便利经济”始终支撑着城市运
行的“网底”，为国计民生的正常
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兜底”
“普惠”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