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小吃产业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王
东堂说，小吃产业市场化程度高，经营主体中个体工
商户和小微企业占绝大多数，超过95%的小吃经营
主体是个体工商户。在发展小吃产业时，必须充分
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着力在优化环境、培育品牌、
健全标准等方面下功夫。

王东堂认为，小吃产业发展中还存在不充分、不
平衡、不规范等问题，餐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创新
能力不强的问题依然存在。要建设一批小吃产业集
群，推动产业链协同发展；培育一批知名品牌，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餐饮文化，有效提升小吃产业发展质
量，进一步释放小吃消费潜力，更好发挥小吃产业在
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中的作用。

发展特色小吃产业，既要守住文化的根，也要加
强创新。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会长邢颖说，小吃是中
华美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品类丰富、讲究
风味，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小吃的创新必须立
足于挖掘传统烹饪技艺，守住特色、守住文化、守住
情怀，在此基础上加强不同地域饮食文化的融合借
鉴，提升特色小吃吸引力、竞争力。

“小吃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吴颖说，围绕小吃产业发展，中

国烹饪协会在传承文化、打造品牌、资源整合、规范提
升等多个方面努力，推进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未来
将继续助力更多小吃实现产品标准化、品牌发展连锁
化、产业管理数据化，让更多消费者了解特色小吃文
化，为小吃产业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餐饮数字化是发展小吃产业的关键举措。”美
团研究院副院长张琳说，小吃产业市场需求大、消费
频次高、产品易于标准化，在数字化发展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下一步，美团将积极利用数字化力量为餐
饮小吃企业提供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线上营销等支
持和保障，助力餐饮小吃企业提升影响力，弘扬中国
传统饮食文化。

王东堂表示，商务部将指导餐饮行业协会、外卖
平台等加大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力度，支持制定一批反
餐饮浪费和绿色化发展标准，引导企业加快绿色化转
型发展步伐，支持各地打造小吃产业集群。此外，还
将加快制定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的指导意见，引导包
括小吃等餐饮业在内的生活服务企业加快数字化转
型升级步伐。多措并举，提升小吃产业的产业化、规
范化、品牌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推动小吃产业高
质量发展，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作出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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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吃丰富百姓餐饮成为传播文化载体

释放小吃消费更大潜力
餐饮业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

重点领域，小吃是餐饮业中的重要品类。
如何进一步推动小吃产业高质量发

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笔者进行
了采访。

餐饮市场加快恢复向好，打造
消费新场景，丰富特色小吃新供给

晚上8点，福建三明沙县区鸭先生卤
味小馆里坐满了顾客。这家刚开业不久
的餐馆，凭借当地的卤味特色小吃，已经
小有名气。“晚上是高峰期，常常要排队用
餐。”餐厅服务员说，“餐厅开业以来生意
一直不错，有不少顾客是从外地来的。”

脆嫩爽口的手打扁肉、晶莹剔透的
水晶烧卖、色泽诱人的沙县板鸭……近
日，在沙县小吃文化城举办的中国名小
吃文旅嘉年华活动，吸引了大批消费者
前来尝鲜。“舌尖得到了满足，还了解到
很多美食文化，不虚此行。”从福州赶来
参加活动的游客李维说。

我国小吃品种多样、口味丰富，不仅
为百姓餐饮消费提供了更多选择，也成
为传播当地美食文化的载体。近年来，
沙县小吃、兰州拉面、柳州螺蛳粉等一批
地域小吃品牌蓬勃发展，满足了人民群
众多样化消费需求，也成为这些城市的
亮丽名片。

近日，由商务部主办的小吃产业发
展现场会在沙县区召开。“小吃产业直接
关系群众增收和日常生活，是促消费、惠
民生、稳就业的大产业。”商务部服务贸
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王东堂说。

数据显示，我国餐饮行业经营主体
超过600万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万人，
年收入规模近4.4万亿元，在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中占比10%，其中，小吃是餐饮
业中最大的品类。美团数据显示，小吃
在餐饮外卖订单量中占比达到60%左
右，交易金额占比超过50%。

“当前，全国餐饮市场加快恢复向
好，企业信心持续提升，新场景新业态不
断涌现，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小吃产
业，将有力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王东堂说。

发展特色小吃离不开政策支持。福
建先后出台美食街（城）创建评审办法、
推动闽菜“走出去”指导意见、加快推进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措施，还
编制《闽菜发展蓝皮书》，为各地闽菜餐
饮和小吃产业发展提供指导。厦门市出
台商贸流通与生活服务业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推出餐饮等生活服务业扶持专项
政策，2022年提供生活服务业政策资金
2775余万元。

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供给，特色
小吃是重要抓手。四川成都建设路、德
阳文庙新天地、眉山东坡印象水街等一
批以经营特色小吃为主的美食街区，成
为很多消费者打卡消费的热门目的地。
在成都中国华商金融中心等商业综合
体，洞子口张老五凉粉、攀枝花羊肉米
线、甜皮鸭、豆腐脑等各类特色小吃应有
尽有，让消费者一饱口福。

消费需求升级，小吃产业也在持续
创新。广西柳州打造螺蛳粉电商产业
园，引进平台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
等渠道资源，推动柳州螺蛳粉进商超、进
展会、进景区。柳州螺蛳粉连续两年邮
政快递每年寄递量突破1亿件。

“知道螺蛳粉是当地特色小吃，就想来尝一尝最
地道的味道。”在广西柳州，来自深圳的游客王萌说。

“螺蛳粉+文旅”融合发展，正成为柳州文旅市
场的新亮点。利用好“舌尖”带动“脚尖”的效应，推
出“螺蛳粉之旅”专线，打造螺蛳粉主题景区，柳州特
色小吃的文章越做越好。今年“五一”假期，柳州市
接待游客390.14万人次，同比增长103.6%；实现旅游
消费35.93亿元，同比增长111.1%。

“推动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融合发展
是必然趋势。”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宋小溪认为，促
进小吃产业与旅游、文创、预制菜等产业融合，带动
特色农业种植、原辅料生产与加工、厨具餐具设计等
相关产业发展，可以在更好发展小吃产业的同时，为
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在江西，不少城市推出“赣菜小吃+”新模式，激
发了产业发展的新活力。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
区、庐山西海柘林老镇非遗美食文创园、景德记忆美
食风情街等一批以地方小吃为主力业态的消费场
景，“五一”假期成为游客打卡和市民消费的主要目
的地。

小吃和文创的合作，正成为消费新时尚。中国

大酒店与广州博物馆联合，打造月饼美食文创产品，
从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清黑漆描金开窗庭院人物
缝纫盒”中提取元素，还原西施醉月等5款经典月
饼，让广州小吃文创产品走近更多消费者。

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要深挖广州餐
饮文化，在荔湾区探索打造集粤式餐饮体验平台、粤
式文艺与文物展示平台等功能于一体的“粤式饮食
文化博览园”，更好满足消费需求。

在沙县区山耕源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忙着炒制酸菜，公司的发货仓库里，工作人
员将产品打包装袋……“我们已和10多家餐饮连锁
品牌达成合作，公司通过‘订单+合作社’的模式，带
动群众增收致富。”该公司总经理赖如秋说。

以小吃产业为依托，沙县区积极培育多领域、全
链条、深层次的小吃特色食品产业，从最初的餐饮
业，延伸到包括从生产种植到加工销售等多环节、多
系列的产业链条。沙县已建立食用菌、香料等小吃
配料种养基地约6万亩，带动2万农户从事种养业；
建成沙县小吃产业园并投入使用，可实现年产值5
亿元；通过小吃品牌聚集人气，激活文旅消费，每年
吸引超500万人次来沙县观光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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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渐成趋势，“舌尖”带动“脚尖”，促进小吃产业与旅游、文创等产业相加相融

优化环境、培育品牌、健全标准，推动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