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李静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
期，多家餐饮门店生意火爆。无论是
北方的冰雪城市还是南方的温暖之
地，餐饮消费市场均呈现出蓬勃发展
态势。在各大城市的核心商圈，知名
餐饮门店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
北京、上海等地多家热门餐厅跨年夜
餐饮预订火爆，许多顾客提前数周甚
至数月就预订了用餐位置。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
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
示，在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和巨大
潜力下，餐饮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
繁荣发展态势，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据北京一家知名烤鸭店负责人
介绍，元旦假期期间的预订量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近30%，为了满足顾客的
需求，餐厅不得不临时增加人手，延
长营业时间。而在位于上海外滩的
高端餐厅，跨年夜当晚的用餐预订量
已经超过了餐厅的最大接待能力，元
旦当天翻台率更是创近三年新高。

近年来，消费者对跨年夜越来越

重视，围绕“跨年”的消费热情迸发，
新场景、新供给涌现。不少餐厅延长
营业时间，甚至在跨年当晚推出活
动。比如，海底捞在全国上千家海底
捞门店组织了新年倒计时活动。数
据显示，2024年12月31日，全国超
1300家海底捞火锅中，约60%的门店
全天翻台率超过7次。

而呷哺集团旗下品牌湊湊，在北
京合生汇店推出了KTV包间。该门
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自然闭店。据
呷哺集团方面提供的数据，跨年夜当
天，北京合生汇湊湊门店营收环比提
升100%，包间翻台达到4次以上。

呷哺集团副总裁张艳梅表示：
“2024年下半年，我们明显感受到餐
饮消费市场趋于复苏，呷哺集团多
地门店客流也迎来了明显增长。为
抓住‘黄金 1月’，呷哺集团不断推
陈出新，升级服务，为消费增长再做
贡献。”

另据巴奴毛肚火锅有限公司方
面透露，2024年跨年夜，公司部分门
店翻台高达11次，一二线城市门店的

翻台率普遍在7次以上。
餐饮消费市场的繁荣不仅体现

在用餐排队和预订量的增长上，还体
现在餐饮企业营收和利润的提升
上。多家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元旦
期间的营收和利润均创下了历史新
高。这主要得益于节日期间顾客消
费意愿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升。

餐饮消费作为消费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前11
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
增长3.0%，餐饮收入同比增长4.0%，
显示出消费市场的无限经济潜力。

“餐饮消费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
业等具有重要意义。”福州公孙策公
关咨询有限公司合伙人詹军豪表
示，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消费者
需求的不断变化，餐饮消费市场将
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餐饮企业
需要不断创新和升级，提升服务质量
和品牌影响力，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
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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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餐饮消费火爆
本报讯 张楠 近日，从北京市网约配送员群

体党建工作现场推进会上获悉，北京市将在全市
范围内针对新就业群体推出“市监友新”8项服
务举措，进一步推动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建
设。服务举措包括将全市361个市场监管所打
造为“暖新驿站”，宏状元、永和大王、肯德基等部
分餐饮品牌门店上线“专属骑手优惠套餐”等。

据了解，北京市各网约配送平台月活跃配
送人员25万余人。为建设新就业群体“友好之
城”，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推动建设新就业
群体“友好市场”。目前，北京市已建成新发地
市场、顺义区石门市场等首批20个“友好市
场”，在满足网约配送员休息、饮水、充电、阅读
等需求的同时，提供优惠餐饮、优惠理发、专属
停车区等一系列服务。

为进一步推动新就业群体“友好之城”建
设，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相关组织及爱心企业，针
对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推出“暖
新驿站”阵地服务、“护航骑手”权益维护服务、
“骑行无忧”公益检测服务、“健康骑手”爱心义
诊服务、“暖新餐厅”优惠餐饮服务、“暖新理发”
惠免剪发服务、“骑手与法”公益法律服务、“携
‘骑’手来”联合关爱服务等8项“市监友新”服
务举措。

在骑手权益维护服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
通过制定《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指引
（2025版）》等一系列指引，进一步细化完善企业
合规责任。

在优惠餐饮和惠免剪发服务方面，骑手可
在宏状元、永和大王、肯德基等部分餐饮品牌门
店享受即将上线的“专属骑手优惠套餐”，还可
在各区试点选取的200家餐饮门店享受面向新
就业群体的优惠餐饮服务。

本报讯 肖威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地区
迎来了首家“海淀食堂”的正式开业，这家“海淀
食堂”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香山脚下，紧邻地铁香
山站，在老牌餐饮店“70后红餐厅”的基础上进
行升级改造，旨在为香山地区居民提供更加便
捷、贴心的用餐服务。

“海淀食堂”70后红餐厅店，面积298平方
米，经过精心设计与重新装潢，餐厅内部宽敞明
亮，环境优雅。门口特别设置了无障碍坡道，方
便老年人及残疾人进出。餐厅内共设有86个
餐位，包括单人座、双人座和老年人用餐专区，
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开业第一天，“海淀食堂”内人头攒动，前来
用餐的居民络绎不绝。一位阿姨表示：“我们岁
数大了，自己开火做不了多少，这个食堂离我家
走路就十分钟，遛弯顺便打个菜回去很方便。”
一位与老伴一同前来的大爷表示：“看到社区群
里发的开业通知，我和老伴就过来尝尝，主食和
菜品都很不错，以后我们会经常过来吃。”

在菜品方面，“海淀食堂”同样下足了功
夫。主食包括米饭、馒头、花卷、面条等，粗细粮
搭配，营养均衡。菜品则涵盖了家常热菜、清爽
可口的凉菜与汤品，还有特色香山风味小吃，如
香酥可口的香山肉饼、软糯香甜的栗子糕等，让
顾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香山地区
的独特魅力。

在取餐区附近的养老助餐服务区面积约30
平方米，该区域特别关照老年人和残疾人士的
需求。食堂在座位布局中融入了国标防滑地板
和无障碍设计，确保每位顾客都能轻松进出，享
受美味佳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服务。
此外，养老助餐服务专区还配备了专人进行服
务、引导，为老年人提供舒适便捷的就餐环境。
餐厅内还常备医疗救助器材、急救药品、雨伞和
雨衣等物品，以备不时之需。

多家餐饮品牌门店将
上线“专属骑手优惠套餐”

北京香山地区首家
“海淀食堂”开业

本报讯 陈斯 软糯弹牙的夺夺
粉、越煮越入味的贵州软哨、细如发
丝的千丝洋芋……酸辣口的贵州酸
汤火锅，作为地域火锅的代表，在
2024年的火锅“乱斗”中突出重围。

“酸”味火锅最出圈

在国内餐饮行业的激烈竞争中，
火锅以其独特的社交属性和多样性，
始终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数据
统计，2024年全国火锅市场规模有望
突破6000亿元，相比2023年增长势
头不减。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的《火
锅创新发展报告2024》显示，火锅的
产品创新中，地域食材和非遗食材成
为主要方向。

2024年，火锅的口味创新重在地
域风味挖掘。对于食客而言，对于非
所在地的其他地域风味的新鲜感极
强，尝鲜意愿也很高。特别是在互联
网传播的推动下，地域风味更容易收
获流量，席卷全国。其中，“酸”味火

锅最为出圈，如贵州酸汤火锅、云南
酸菜火锅等。

地域食材非遗食材被挖掘

火锅的食材创新的主流方向
则主要集中在地域食材、非遗食
材、小众食材的挖掘，这些食材独
特性强，具有话题性，消费者兴趣
度高。其中，地域食材强调地域特
性、强调正宗，如内蒙古牛羊肉、山
野食材较为热门。如某连锁火锅品
牌推出由黑牛肝菌、鹿茸菇、绣球
菌、黑鸡枞菌等山野食材组成的“升
级版”菌菇拼盘，让锅底更鲜美；北
京一家以山野之味为主题的火锅
店，选用了花生芽、姜柄瓜、血皮
菜、辣木苗等食材，让北方的食客
直呼“开眼界”。

非遗食材如非遗手作小香肠、武
隆非遗羊角豆干、非遗龙须笋等，因
其小众和独特，也能够吸引食客的兴
趣，不过，非遗食材对食材和技艺比

较讲究，并且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造”
以适应大众口味。此外，折耳根、香
菜海鸭蛋等小众食材也被发掘出来。

“一人食”覆盖单人就餐场景

火锅一般是家人、好友聚餐时的
选项，如果没有“搭子”，一个人想吃
火锅怎么办？

2024年，国内不少火锅品牌推出
满足“一人食”、外卖、消夜、早餐等场
景需求的产品，以覆盖更多的就餐时
段和场景。通过采用改变菜品组合、
改变烹饪方式的方法来提供适合相
应需求的菜品，比如采用一人食套
餐、工作日套餐、冒菜等产品满足不
同人群不同场景的需求。

小火锅在2024年突出重围，门店
数和消费规模同比增长均超过20%，
正是“一人食”需求和高性价比趋势
所推动。此外，“火锅推自助”风靡，
不少品牌试水自助、半自助模式，更
具性价比，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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