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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杜雨萌 韩昱 吃粽子，戴
香囊，绑五色丝线，这个端午节不仅气
温火热，各类假日消费同样持续升温。

从节日特色食品来看，端午节前
夕，粽子销量环比增长14倍，其中新
口味粽子超过135种，销量环比增长
近6倍。同时，各大线上电商平台也
反馈销量明显增长。比如，抖音电商
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粽子销量比去
年同期明显增长，咸蛋黄肉粽、蜜枣
粽、豆沙粽等销售靠前，其中“中华老
字号”企业五芳斋近一周销量环比增
长超过300%。

“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传统，‘粽
子经济’也因此逐渐成为了一个稳定
的消费市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对外开放研究院副教授陈建伟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粽子经济”市场规
模稳定扩大，产品种类也不断丰富，各
种创新口味的粽子不断涌现。此外，
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电商平台和社交
媒体开始深度参与“粽子经济”。

除传统的咸甜粽外，今年各大商
家的粽子口味可谓“争奇斗艳”。比
如，星巴克星冰粽系列推出萌檬咖星

冰粽、荔椰星冰粽两款新品，并以跳跳
糖作为蘸粉，为粽子赋予多样的吃法；
再比如，元祖今年将“六大名菜”融入
到粽子制作中，还原佛跳墙、腊味合蒸
等传统风味。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
一夫分析称，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
商家在推出粽子产品时，还在口味、
原材料、包装、消费场景等方面不断
创新，将消费升级的各项因素融入到
传统美食当中，顺应了广大消费者的
需求。

“粽子消费正在呈现个性化和品
质化的发展趋势，消费者对新口味和
新品类的粽子越来越感兴趣。”全联并
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消费者对于个
性化和定制化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粽子行业也将朝着满足个体化口味和
需求的方向发展。未来粽子市场将出
现更多创新的口味和组合，消费者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口味、馅料
和包装等。

除粽子外，其他节日相关消费也
有显著增长。比如，不少商家在抖音

电商平台上推出端午专场主题直播，
上架新款艾草花束、竹编艾草挂饰
等。另外，前述京东发布的数据也显
示，端午节前五彩绳销量环比增长超
15倍、香囊销量环比增长超4倍。

“假日经济历来都在消费市场上
扮演重要角色，为此商家有必要以此
为契机，更好地抓住这一时间窗口。”
付一夫说，具体而言，商家需要进一
步创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如打造主
题购物节、支持夜经济发展、融入传
统文化因素、营造耳目一新的感官体
验等。与此同时，也可通过补贴、优
惠等方式来吸引消费者购物，通过薄
利多销来带动业绩增长，并促进消费
市场的回暖。

安光勇认为，以节假日经济为契
机，商家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更好
地促消费。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
兴起，商家应加强线上渠道的建设，提
供便捷的购物体验。另一方面，消费
者在节假日期间更加注重个性化和定
制化的体验，商家可以提供定制化的
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
求，增加消费者的满意度。

□ 佘颖

经常在外吃饭的人很熟悉小
份菜。尤其点外卖时，一人食场
景较多，小份菜省钱又不浪费，是
性价比之选。市场监管总局5月
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美
团、饿了么共销售“小份菜”11.99
亿份。

小份菜虽好，也有自己的烦
恼。有的小份菜减量不减价，菜
量减半，价格却减得不多，消费者
觉得不划算，不愿意点；还有的商
家主打“大碗”“整只”“量大”“实
惠”，不愿让小份菜影响自身品牌
定位，对推广小份菜不积极。

针对这些问题，市场监管总
局、商务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发
挥网络餐饮平台引领带动作用有
效防范外卖食品浪费的指导意
见》，给小份菜“加点火候”。一是
希望网络餐饮平台鼓励引导商户
积极提供小份菜、小份饭、小份饮
料等小份餐品，让消费者有更多
选择；二是完善餐品分量信息描
述规则，指导商户优化食品分量、
规格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
让小份菜吃得明明白白。

小份菜兴起，源于政策鼓励、
平台引导，但它能推广开，根本原
因是商家发现其中商机；小份菜
要更流行，得让商家觉得卖小份
菜值。小份菜本身收益不如大份
菜高，想把小份菜做成“推荐菜”，
需从多方面入手，调动商家积极
性。这方面，外卖平台可发挥更
大作用。例如，美团外卖自3月底
定期上线“小份餐食专区”，为提
供“小份菜”“小份饭”的商家提供
首页醒目位置，激励商家提供小
份餐。类似的市场化激励手段可
再丰富些。

对消费者而言，点小份菜的主
要考虑因素是性价比，如果小份
菜更划算，大家就愿意点。现在，
有的小份菜分量标注不清晰，一
人份不知道够不够吃，也不知道
跟正常分量相差多少、哪个更划
算。这些细节可能阻碍小份菜推
广，要让小份菜成为消费者“必点
菜”，应针对性解决痛点。

除此之外，消费者激励机制也
很重要。有商家为点小份菜的消
费者提供几元钱的代金券，钱虽
不多，却很管用。有时，非物质的
激励措施也能激发消费行为。有
的平台为参与光盘行动、选择小
份餐食的消费者提供特殊徽章、
碳积分等互动玩法，也能提升小
份菜点单率。

小份菜虽小，品的却是减少浪
费的大文章、餐饮行业的新卖
点。比如，现在减脂健身人群庞
大，商家针对这一细分人群推出
小分量轻食，就有可能开辟新的
市场；亲子餐饮里，孩子吃得少，
但要健康安全，商家为他们提供
小份儿童餐，可能大人也会跟着
点其他菜。这些市场可以慢慢发
掘，一边鼓励培养厉行节约的消
费习惯，一边让市场引导商家开
发新菜品，让小份菜发挥大作用。

本报讯 贺阳 近日，多家北京老字
号餐饮企业公布端午假期销售数据。
笔者从北京稻香村、全聚德、护国寺小
吃等处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除了传
统口味的粽子销售火热外，为了满足
更多年轻化、健康化的消费需求，老字
号还在创新产品、菜单革新方面持续
发力。

北京市商务局发布的端午假期消
费盘点显示，端午假日期间，北京稻香
村“第二届端午文化节”推出10种新
品口味粽子，旗下的二十四节气店、零
号店客流量合计近5000人次。

此外，吴裕泰、东来顺、峨嵋酒家
推出的特色茶味粽、传统清真粽、宫保
鸡丁粽热销，护国寺小吃总店粽子销
量日均达万个，全聚德、仿膳的13种
口味粽子满足年轻化、健康化消费需
求。同和居、马凯餐厅、萃华楼包间预

订火热，砂锅居粽香排
骨、烤肉季粽香夏日

虾等菜肴融合传统民俗，丰富了市民
的端午餐桌。

北京稻香村工作人员表示，今年
北京稻香村粽子产品较去年上市时间
更早、销售周期更长。端午假日期间，
北京稻香村还在线下门店开展了“第
二届端午文化节”，在位于东直门的
“东城食尚店”里，加设了绘有龙舟的
青绿色店装，以及萌态可掬的卡通粽
子挂饰。

“在产品方面，除了售卖粽子产
品以外，还推出了五毒饼、状元饼、
平安饼、吉康饼等特色节日限定产
品。今年粽子产品计划产量1500万
个，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散售袋
装粽子较去年同期增长近35%，粽子
礼盒较去年同期增长80%。”上述工作
人员表示。

端午假日期间，北京连续40℃的
高温并未抵挡市民的消费热情。笔者
在走访时看到，无论是传统商圈还是
潮流新地标，市民外出用餐及出游的
热情高涨，在王府井大街，即便是烈日
炎炎，吴裕泰的冰淇淋窗口仍然排着
长长的队伍，其中，抹茶味与花茶味两
款冰淇淋尤其受消费者喜爱。

老字号分布密集的前门商圈同样
客流如织，全聚德总店、方砖厂炸酱面

门口汇集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市各类市场主体
陆续举办了600多项促消费活动。
数据显示，地安门外商圈、前门大栅
栏商圈、五道口商圈、中关村商圈、
五棵松商圈、王府井商圈客流量同
比分别增长7.8倍、4.1倍、3.5倍、2.8
倍、2.6倍、2.5倍。

端午佳节，老字号餐饮消费也迎
来快速增长。北京市商务局监测的
餐饮企业营业额同比增长88.2%，东
来顺、全聚德、呷哺呷哺、鸿宾楼、大
董同比分别增长
28.3倍、6.1倍、
3.4倍、2.7倍和
2.6倍。

为小份菜
再添一把火

商家“争奇斗艳”成假期消费亮点
新需求新口味

假期北京老字号餐饮消费火热
营业额同比增长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