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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甜甜 2025蛇年，是
第一个世界非遗版春节，普天同庆过大
年，春节，成为全球瞩目的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这喜庆时刻，为欢庆首个
世界非遗版春节，以“欢聚非遗春节，乐
享饕餮京味”为主题的2025北京餐饮
（食品）新春美食荟，在北京京深海鲜市
场拉开帷幕。

活动由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民族
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北京烹饪协会主
办，活动得到了首农大厨房、北京水产
集团（京深海鲜市场）、美团、燕京啤酒
集团等相关单位的助力。活动同期发
布的北京市餐饮品牌企业春节期间特
色营销举措，为市民游客在京餐饮消费
提供指引。

发布当天，萃华楼、富华斋饽饽铺
将象征着团圆如意的春节特色礼盒带
到活动现场，热气腾腾的面食、精巧别
致的点心匣子吸引了消费者驻足购买；
常赢三兄弟品牌在现场，由企业大厨现
场炸制松肉，香气四溢；便宜坊食品公
司的特色烤鸭礼盒、联名款小点心等，
成为现场的热门；鸦儿李记的大厨现场
摇元宵、煮元宵，与消费者互动；西部马
华的炸馓子、辣皮子酱等西北地道风味
引来消费者纷纷购买；京深海鲜市场作
为京城颇具规模的海鲜集散地，也展出
了各式海鲜。来自山东、厦门、银川、陕
西富平等驻京机构推出了“足不出京品
地方特色”的主题美食活动。当天活动
现场，直播团队将上千种美食通过线上
进行直播。金星鸭业带来烤鸭和片鸭
品尝活动，现场香气四溢；参会企业还
共同宣读《品质食材保障餐饮供应链安
全倡议》，彰显了行业对食品安全的高
度重视与责任担当。

过年是全球华人最重要的节日，北
京餐饮企业纷纷推出经典美食味道，通
过各种渠道通过“年夜饭年货礼盒预定
发布”“年货大集售卖”“新春美食直播

发布”等多元化形式，充分整合线上线
下传播资源，组织众多优质餐饮企业和
品质食材企业组团亮相，全力营造浓厚
的春节氛围，有力促进节日消费，携手
全市餐饮（食品）企业共同庆贺这一特
殊的新春佳节。

据北京烹饪协会负责人介绍，北京
市2025年春节餐饮服务接待呈现四大
特点。一方面，年夜饭预定业务提前启
动，不少企业早在2024年9月初就已推
出相关信息，全聚德、旺顺阁等众多知
名餐厅早早开启预定模式。其中，旺顺
阁全国40家门店包房年夜饭预订率颇
高。同时，分时段预定模式流行，像北
京花家怡园分三个时段预定，玉林烤鸭
也整合员工队伍服务社区居民。另一
方面，企业注重菜品口味和服务品质，
老字号成为预订主流。萃华楼等加大
食材备货、开展技能培训；各餐厅推出
丰富套餐，东来顺有特色套餐且将亮相
庙会，眉州东坡和便宜坊集团也有优惠
活动和特色套餐。此外，外卖亲民版成
品、半成品年货礼盒热销，全聚德家宴
礼盒融合菜系，西部马华推出特色美食

及储值活动。
各地驻京办的特色优选食材成为

活动亮点，厦门驻京办带来的厦门特色
小吃五香卷、海蛎煎、土笋冻等，让市民
品尝到来自远方的独特风味；宁夏滩羊
现场品鉴活动，让人们领略到优质羊肉
的鲜美。此外，富华斋饽饽铺、萃华楼、
便宜坊、西部马华、常赢三兄弟等知名
餐饮企业的年夜饭展示，以及古船、绿
宝、大红门、月盛斋、王致和、六必居、白
玉、翠湖工场、三元梅园、华都酒业等优
质品牌的精彩亮相，都为活动增色不
少。各品牌纷纷开展现场展示和试吃
活动，让市民亲身感受美食的魅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联动了北京市的
“菜篮子、米袋子、肉案子、奶瓶子”等各
大批发市场的优质食材供应商企业，全
力保障春节期间的食材供应，确保春节
年味不打烊，致力于打造春节年味行业
盛会。活动将持续至春节期间，有望成
为北京春节期间的文化与美食名片，让
更多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深刻感受非
遗春节的独特魅力，为全市人民带来一
场丰富多彩的新春美食饕餮盛宴。

本报讯 陈爱平 走进位于南京路步
行街的第一食品商店，喜庆红火的新春
装饰、琳琅满目的非遗美食、排队精挑
细选年货的顾客、笑着称重装袋的售货
员……过年的幸福感在掀开挡风门帘
瞬间“拉满”。

仔细逛，这家商店里云集许多非遗
美食，老城隍庙五香豆、梨膏糖、功德林
素食、枫泾丁蹄、老香斋一口香等等，人
们甚至不必前往这些非遗项目的“诞生
地”便能“吃遍上海”。

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七旬市民刘
凤美，乘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来到第一
食品商店。她选购了包装精美的五香
豆、梨膏糖，又散称了一些炒瓜子、松
子、曲奇饼干。尽管当下网购发达，老
字号分店遍地都是，刘阿姨仍然坚持逢
年过节来南京路购物的习惯。

第一食品专柜领班张震说，随着中
国农历春节临近，自己和同事们忙得脚
不沾地。“本地熟客讲究老味道和实惠，
海内外游客们则希望‘伴手礼’好吃又
漂亮。精致的‘上海礼物’文创礼盒、外
包装有着上海地标元素的美食销路特
别好。”

沿着南京路步行街往外滩方向走，
沈大成、三阳南货等老字号门店外排着
长龙。外国人像本地人一样，感受着地
道美食带来的年味。

来自摩洛哥的贝琪尝试了一款现
做的沈大成条头糕——形状细长，外面
是雪白的糯米皮子，内里是现炒的细豆
沙馅料。贝琪介绍，与摩洛哥肉菜以咸
口为主、点心特别甜的情况不同，中国
江南地区许多肉菜是甜口的，但糕点却
不那么甜。“听中国朋友说，甜口的肉菜
是传承已久的习惯；不那么甜的点心是
出于人们追求健康、减糖的目的。这真
有意思！”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上
海已拥有63项国家级非遗项目、273项
市级非遗项目以及超过900项区级非遗
项目。翻看非遗项目名录，杏花楼广式
月饼、南翔小笼馒头、枫泾丁蹄、梨膏
糖、沈大成点心……这些美食“招牌”，
不仅是上海本地人的“心头好”，也拴住
了海内外游客的味蕾。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处长
陈平介绍，春节期间，上海将举办一
系列非遗体验活动。其中“2025‘蛇’
尖上的非遗”主题活动，取“蛇”“舌”
同音，便是让人们从非遗美食中感受
传统文化，也帮助老字号进一步打开
市场，捕捉新一代消费者的最新需求
趋势。

非遗传承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守住
老味道”，更在努力跨界融合、推陈出
新。沈大成最新推出的“武林糕手”心
意定胜糕，内里仍是银锭造型、香甜软
糯的糕点，外包装设计则引入了国家级
非遗项目卢氏心意拳的招式形象，受到
消费者的欢迎。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
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在春节前后举
办全国春节文化和旅游消费月、非遗展
示展演展销、欢乐冰雪旅游季、“旅游迎
春休闲过年”“四季村晚”等活动，营造
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

“非遗为旅游和消费注入文化内核
和精神滋养。人们在年货里、旅途中沉
浸式感受非遗，收获的不仅是消费增
长，更是文化自信。”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说。

非遗美食拴住
中外民众新春味蕾

2025北京餐饮（食品）新春美食荟举行

本报讯 李子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4年全年
国内生产总值134.9万亿元，比2023年
增长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78
万亿元，增长3.5%。其中，全国餐饮收
入55718亿元，增长5.3%；限额以上单
位餐饮收入15298亿元，增长3%。2024
年12月，全国餐饮收入5549亿元，增长
2.7%；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1403亿
元，增长1.2%。

中国烹饪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年，随着国家一揽子增量政策的部
署出台，各地积极开展“文旅+美食”、
夜经济、“展演+美食”、发放消费券等
促消费活动，推动了餐饮市场持续增
长。2024年，全国餐饮收入增速分别高
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0.3个、1.8个百分点，全国餐
饮收入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11.4%。分季度来看，第一季度餐饮
市场接近两位数增长，二、三季度增长
放缓，四季度餐饮收入增速、限上餐饮
收入增速环比分别上涨0.2个、1.1个百
分点。

在谈到2024年中国餐饮市场的特
点时，上述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是稳定恢

复，节假日期间掀起了餐饮消费的小高
峰。根据中国烹饪协会开展的假期餐饮
市场调研数据，2024年元旦、春节、国庆
期间受访餐饮企业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
相比分别上涨24.1%、12%、2.0%。

二是餐饮行业竞争加剧，今年以来
餐饮消费整体趋于理性，客单价下滑，消
费者更加注重质价比。为了迎合消费者
对质价比的追求，餐饮企业纷纷选择降
价以招揽顾客，行业竞争加剧，甚至出现
“增收不增利”现象。

三是餐饮连锁化率进一步提升，在
行业竞争加剧、利润下滑的背景下，品牌
化和连锁化成为餐饮企业发展的重要支
撑。消费者对于方便快捷、质量稳定且
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餐饮需求增加，连
锁餐饮店因其便利性、标准化服务以及
食品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优势，满足了这
一市场需求。

四是连锁品牌加速下沉，随着居民
收入增加和基础设施改善，下沉市场居
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日益多
样化，为连锁品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
间。2024年，品牌餐饮企业纷纷将下沉
市场作为拓展的重点，实现有效增长。

五是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餐饮企

业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AR/VR
等科技在餐饮行业的应用。数字化服务
让顾客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的用餐体
验，从在线预订、移动支付到自助点餐、
智能配送等，增强了顾客对品牌的好感
和忠诚度。

六是中餐出海发展加速，越来越多
的中餐品牌开始主动出海，将国际化作
为重要发展战略，拓展海外布局，积极寻
找海外合作伙伴。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为“十五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
的关键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做好
餐饮消费相关工作意义重大。上述负
责人表示，协会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要求，紧紧围绕“促消费、扩内需”
统筹谋划，扎实推进，通过开展第34届
中国厨师节暨2025中国厨艺与餐饮博
览会、第十八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大
会、走进联合国中餐美食海外推广活
动、2025中国（泉州）丝路国际美食周暨
第二届中国（泉州）丝路小吃节等美食
节庆重点活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餐
饮需求，为持续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贡献力量。

2024年全国餐饮市场收入突破5.5万亿元


