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便利店到生活圈

北京便民商业设施建设由点到面，徐徐铺开。7月11日，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促进生活
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中提
到，到2025年，全市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
覆盖，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
生活服务体系。实际上，北京早将“家
门口消费”设施建设提上日
程。不仅是数量，北京的
便民商业也将高
质量发展，实
现高品质、多
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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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零
售业寒冬之下，步步高超市踏上转型之
路。面临社区团购等不利因素冲击，步步
高超市主动关闭部分扭亏无望或物业无法
续租的门店，转而聚焦优质存量门店，重构
以“货、场、人”为核心的门店布局。同时，
主打差异化战略，推出了具有“烟火气”的
社区超市服务模式。

2021年，步步高超市业态选择了38家
门店打样，利用高性价比、高颜值商品，打
造出具有视觉美感和冲击力的商品陈列堆
头，让门店焕然一新，留住中老年用户的同
时，吸引更多年轻客群走进门店购物。

此外，步步高超市目前主打的差异化战
略核心之一在于，推出具有“烟火气”的社区
式服务。超市通过每周末的社区厨房活动，
围绕超市所在地的习俗与价值理念，进行个
性化选品与加工制作。这一差异化服务在
实践中得到了当地顾客的较多好评。

“比如，湘潭当地的习俗是6月6日要
吃水鱼炖羊肉，我们就安排现场制作。对
于顾客而言，第一是解决他麻烦的问题，第
二是解决他信任度的问题，综合下来就获
得了客户的满意度。这一菜品在一家超市
中，单日就卖出2000多份。”他表示。

事实上，零售业寒冬之下，除了采取差
异化服务转型等措施外，步步高集团已获
得湖南国资20亿元流动性支持。

下一步，步步高集团将进一步聚焦零
售业务，以步步高超市为基础，围绕商品供
应链、电商等领域，实现产品服务再升级，
打开公司价值成长新空间。（咸宁新闻网）

本报讯 近日，盒马通过工厂化养虾基
地养殖的“盒田虾”正式开售，这也是盒马
入局新农业后，交出的首份答卷。

天眼查信息显示，上海盒马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成立，从事农、林、
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这家公司正是
盒马农业的经营主体。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开始，盒马花了3年多时间，由一支
专业团队自主研发了三段式工厂化养殖系
统，落地上海崇明。该基地一期项目的南
美白对虾已经顺利出塘，在上海地区的部
分盒马门店开卖。

这是盒马探索数字化、工厂化养殖的
第一个项目，也是尝试运用生物技术自主
养殖活鲜的项目，打造了活虾品类产、配、
销全链路的闭环模式。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盒马自己养的南
美白对虾更安全，全封闭管理，养殖过程
不添加抗生素，且全链路可控；更环保，循
坏水养殖，耗水量是传统流水养殖模式的
1/10；全年恒温养殖，打破季节和气温的影
响，可全年稳定供应。在工厂环境中养出
的虾，个头比普通虾更大，吃起来口味更鲜
甜，虾壳更薄，出肉率更高。

工厂化养殖，改变了传统农业“看天吃
饭”的难题，让活鲜可以像稳定的工业品一
样稳定生产供应。同时通过数字化赋能、
自动化投入，工厂化养殖的坪效和人效也
显著领先。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是水产养殖
行业的新趋势，盒马入局并探索成功，对行
业来说又是一轮新理念和新技术的冲击。”
一位资深水产行业人士说。 （环球网）

盒马正式入局
工厂化养殖

步步高超市推出
社区式服务

2025年一刻钟便民圈
城区全覆盖

从“网点”到“生活圈”，北京
对便民商业的建设更加“立体”
了。《措施》中提到，到2025年，全
市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
盖，形成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
乡的生活服务体系。

在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过
程中，北京市的城市和农村将实
现协同发展。打造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2025年实现城区全覆盖。
健全农村便民服务网络，新建或
规范提升农村便民店，2025年推
广覆盖全部千人以上行政村。

对此，政策在空间上给予支
持。《措施》中指出，各区优化辖区
内业态布局和空间利用，促进商
居和谐。健全商业服务设施全过
程监管机制，力争实现规划设计、
建设、验收、销售、转让、后期使用
等全链条监管。北京市还将结合
城市更新行动利用腾退空间和地
下空间，梳理国有产权或国有主
体为第一承租人的空间资源，防
止违规长租、层层转租。同时，建
设过程中，还将挖掘交通场站、公
园、园区等空间资源，布设便民服
务设施。

值得关注的是，建设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时，北京也关注业态
的丰富度。《措施》中提到，巩固提
升基本保障类业态，支持多业态
搭载早餐，将蔬菜零售、前置仓、
药店等纳入资金支持范围。

北京便民商业也在精准补
位。巩固基本便民服务功能全市
社区全覆盖成果，结合实际需求，
精准补建综合超市、药店、前置仓
等基本保障类业态。同时，北京
便民商业推进“一店多能”，搭载
便民服务功能；丰富发展特色餐
饮、蛋糕烘焙、茶饮咖啡、新式书
店、养老康护等品质提升类业态。

线上、线下便民渠道
无缝衔接

商业企业也在便民政策升级
中享受红利。深圳市思其晟公司
CEO伍岱麒指出，连锁便利店因
满足消费者便利、快捷的需求，同
时营业面积较小，可以广泛分布
于各社区，与其他传统零售门店
相比，受电商的冲击较小，当便利
店形成品牌连锁效应，将有好的
发展前景。

对于便民商业的建设，北京
国际商贸中心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赖阳表示，社区商业要以服务社
区为目标，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
需求，嵌入更多的商业业态，丰富
门店的多元化场景，不仅在收益
上增加新的来源，且通过多元化
的消费场景来吸引更多的消费
者，形成具有特色的社区商业，是
社区商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便民商业的“线上化”也成为
不可逆趋势。商务部办公厅等11
部门去年印发《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指南》指出，将探索平
台化集成创新模式，鼓励专业运
营主体整合商户资源，通过小程
序App、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等接
入购物、餐饮、休闲、文化、养老、
家政等线上功能，面向居民提供
周边商品和服务搜索、信息查询、
生活缴费、地理导航及线上发券、
线下兑换等免费服务。

（王维祎）

店、区、街
立体化便民网成型

北京的便民商业网络为建设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打下基础。截至
2021年年底，全市共有蔬菜零售、便
利店（社区超市）、早餐、家政、美容
美发、末端配送（快递柜）、洗染和便
民维修等8类便民商业网点超过9
万个，已实现基本便民商业服务功
能社区全覆盖。另外，北京累计培
育 1万余家生活服务业标准化门
店、12条示范街区、20条“深夜食
堂”特色餐饮街区，东城区、石景山
区入选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试点。

消费者对社区商业的依赖度增
加，企业也乐于在确定的消费需求
中找到商机，“开店”依旧在进行。
去年年底，北京地铁站内新一批便利
店开始营业。据介绍，北京地铁便利
店、书屋、药店等将达到130个。今
年4月，家乐福零售云全国第一百家
店——北京五里坨店开启营业。

便利店企业也都有着自己的
“万店计划”，便利蜂、罗森等品牌均
在这一序列内。此前，七鲜总裁郑
锋表示，将主要扎根在京津冀和大
湾区两大区域，并重点开展供应链
建设、效率提升和团队能力提升等
重点举措。在北京地区，稳健节奏
加快开业步伐，争取成为北京市民
最喜爱的生鲜美食全渠道超市。在
未来门店选址方面，七鲜以周边顾
客消费能力和知名购物中心为重要
参考，提升门店选址精准度。

据相关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
1—3月，14家超市企业（包括传统超
市/生鲜食品超市/折扣超市）新开店
数量共计28家。其中10家传统超市
企业仅5家有新增门店，合计新开门
店数20家，仅去年同期的一半，同时
也是疫情三年来的最低（2021年同
期为42家，2020年同期为28家）。

一刻钟便民服务
年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