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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入夏以来，全
国气温升高，瓜果类蔬菜
大量上市。永辉超市全国
属地化特色商品持续上
新，生鲜水果、蔬菜中的叶
菜、瓜果、豆类、桃李等生
鲜产品进入销售旺季。

生鲜品类增长的背
后，展现出了永辉超市通
过搭建供应链能力，深耕源
头采购，有效提高源头直采
渗透率，推动农副产品源头
的标准化发展，提高对商品
品质安全把控的能力。

尤其是采用的“长短
半径”融合的采购模式，更
是强化了永辉超市生鲜供
应链差异化的竞争力。

作为永辉超市生鲜的
特色和优势，永辉超市生
鲜供应链的根本在于采用
源头直采、产地加工、物流
集配的模式。

在“一盘货”“一个系
统”的主线引领下，永辉超
市积极运用科技力量对源
头直采、预测订货、计算商
品生命周期等供应链模块
进行数字化重组，从而实
现采购、交付、营销等供应
链各个环节的高效联动。

从生鲜产品销售情况
来看，永辉超市在供应链
源头建立直采基地也保证
其能够最大程度减小季节
对蔬菜瓜果类生鲜产品供

应的影响，强化“短半径短
辐射”“长半径长辐射”的
品类互补优势。

对于生鲜品类而言，
在产销方面常常受到季节
性限制，而永辉超市长半
径的生鲜采购模式则强化
了永辉超市在反季瓜果蔬
菜方面的市场供应优势。

在数字化供应链的变
革下，为了更好地带动源
头产地发展、壮大特色产
业，永辉超市还采取了“超
市+农户”“超市+代办”
“超市+专业合作社”等方
式发展对接基地，形成了
具有永辉超市特色的“共
建”模式。

在供应链效率方面，
永辉超市云南仓能够保证
加工仓至全国各地物流仓
的时间在8小时起。

此外，永辉超市直采
基地采用农户直采的模
式，为云南当地的农户提
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促进
农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贡献力量。

未来，永辉超市将持
续强化生鲜核心优势，完
成供应链数据治理模型、
机制与规则并用，持续推
动供应链的数字化变革，
持续打造稳定、柔性、高
效、透明的供应链体系。

（中国网）

永辉超市加快“长短半
径”生鲜采购模式建设

本报讯 新星 中国邮
政前脚开完咖啡店，后脚
又开超市。

日前，中国邮政在成
都草堂北路网点，开设的
蓉邮生活超市开启试营
业。据了解，蓉邮生活超
市是成都市邮政分公司打
造的第一家邮政网点+商
超+社区团购+邮乐小店
的“店中店”新零售平台，
该店铺的成功营业将推动
实现成都邮政网点+商
超+社区团购+邮乐小店
的“跨界”发展。

在门店扩张方面，据
“四川邮政”消息称，中国
邮政预计今年建设“店中
店”105个，带动盘活优质
商超型邮乐购站点48个，
打造精品“店中店”3个。

不止超市，近几年来，
中国邮政不断跨界，积极
开拓新业务。

2010年，中国邮政联
手地平线投资推出“中邮百
全连锁超市”；2019年12
月，中国邮政的全国首家中
邮大药店在银川落户；2021
年6月，中国邮政在福建省

开出一家邮氧的茶”的奶茶
店；2022年2月，中国邮政
全国首家邮局咖啡馆在厦
门试运营。此外，在直播行
业发展火热的当下，中国邮
政也涉足其中。

据“中国邮政报”微信
公众号显示，截至今年5月
初，中国邮政拥有普服网
点 5.4万个。像奶茶、咖
啡、超市业务，邮政如果选
择大规模扩张，一出手可
能便出现上万家门店。

尽管如此，在实际操
作上，中国邮政也面临着
不小的问题。就拿超市业
务来讲，虽然中国邮政网点
众多，但并不是所有网点都
适合开展超市业务。一方
面，是物业问题，目前邮政
旗下的不少网点面积偏小，
如果将邮政网点改建为“超
市+网点”的模式，并没有
多余的空间来添置新业务；
另一方面，尽管可以改建成
功，但因为大多网点面积偏
小，在开展超市业务时，售
卖的商品大概率会出现种
类过少的情况，在产生复购
率上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中国邮政前脚开咖啡店
后脚开超市

完善管理体系
将有效防止食安爆雷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亮：

近十年间，受线上零售的冲
击，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超市、便
利店发生着巨大转变，传统商超
铺设即时零售渠道，大卖场转型
仓储会员店，便利店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与此同时，线上线下零
售中的食品安全问题也一直是各
方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会长裴亮看来，完善的食安
管理体系能有效防止食安问题的
发生。

食安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问：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受到
消费者关注，国内个别超市、便利
店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答：偶然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件可能归结于一线员工的意识不
强或操作失误，多门店频发的食
品安全问题说明企业可能存在系
统性食品安全管理缺陷。企业管
理者应充分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按照“四个最严”的管理要求建团
队、立制度、抓落实。

问：协会为连锁超市、便利店
的食品安全建设开展了哪些工
作？

答：协会参与制定相关的食
安制度法规，举办行业峰会邀请
企业进行经验分享，此外还举办
行之有效的相关线下活动，切实

帮助企业巩固食安防线。比如在
制度方面，协会长期致力于搭建
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沟通的桥
梁，参与《反食品浪费法》《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意
见征询和反馈。

问：在食品安全方面，协会
还将推出哪些举措和制度保障？

答：将持续开展“扶持中小生
产企业提升市场能力计划”，推广
更多企业加入，推进形成规模效
应。同时开展“商品品质标准评
价”，倡导品质消费。另外，学校
团餐的食品安全也值得关注，协
会将开展学校团餐服务管理公司
质量信用评价体系研究，致力于
研制一套可广泛使用的评价指标
并推广应用，提升学校团餐的质
量管理水平。完善的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才能有效防止食品安全问
题发生。

加速布局即时零售与
会员店

问：目前业内企业纷纷开展
社区团购、微信集单、全渠道铺设
新零售等，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答：这些顺应了零售市场消
费习惯的变化，即消费者的即时
性需求越来越普遍，生鲜、餐饮
等快消品类的线上线下融合的
零售模式需求旺盛。此前有数

据表明，今年1—5月，超市百货
等各类实体门店即时零售订单
额增长了 70%。即时零售是全
渠道零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
是单纯依靠线上的流量，而是通
过对现有线下资源的整合，使得
平台和线下零售商的合作形成
一种“1+1>2”的能力。线下门
店作为履约的终端和商品存储
的终端，加上即时零售的赋能，
价值得以再利用。

问：近两年不断有超市转型
入局会员店，这一转变有什么意
义和作用？

答：应对电商、线上零售渠道
的冲击，传统超市进行了改革。
超市改革的回报是，自主选择商
品并取得商品的定价权，实现更
快的周转，以更有竞争力的商品
和价格把顾客重新拉回到门店
中。目前国内几家企业也在进行
仓储店和会员店的创新。与上一
轮以盒马和超级物种为代表的创
新探索比较，这次超市创新的最
大不同是变革以通道费为主导的
经营模式，真正回归零售价值。

超市变革和迭代是不是选择
了正确的道路，根本上还是取决
于企业领导者的初心和决心。但
这还是不够，组织和团队决定着
改革的成败。特别是对于全国性
的连锁企业，都依托于有效的人
才与激励机制。 （于桂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